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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李晓斌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经历一个曲折、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手机媒体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
也不例外，需要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完善自身。手机媒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
挑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对这些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好地去迎接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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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部分： 
(一)手机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养提出更高要

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实践活动的教育主体，同时又是

该实践过程的核心参与者，其自身素养以及教学水平对大学生
的教育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手机媒体环境下，改变了以往的
信息单向传播方式，大学生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信息有着更适
合自己的选择，他们主动的学习意识变得比之前更为强烈，有
时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件事上学生比老师了解的信息还要多。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优势受到挑战。 
在以往的高校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不仅掌握了专业理论，

而且还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社会实践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处
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此外，教育者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了解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特别是专业领域的动态。
教育者通过将这些信息内化到自己的教学内容中，让大学生能
够及时地了解到这些信息，这样既能让大学生感觉到教学内容
变得更加新颖，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又能让大学生感到教
育者的个人魅力，实际上间接地树立了在学生中的威信，工作
成效也就自然上去了。而在手机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作为手机
媒体活跃的使用群体，对各种新闻都嗅觉灵敏，通过手机媒体
他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他们所想了解的信息，在无形中就弱化了
教育者在学生中的优势。教育者只有通过强化对手机媒体的使
用学习，能够借助手机媒体的优势来丰富自身的信息储备、拓
宽信息渠道，从而将自身对大学生的信息优势再次建立。困难
出现的同时，解决困难的方法也会随之出现，只要认真去研究，
就一定能够解决。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丞待优化。在这个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学生接触到的信息种类繁杂，数量巨大，
其中不乏有消极、反动、充满负能量的信息。这给大学生带来
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面对这一现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学，教
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全科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科学
地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  

(二)手机媒体所传播信息的不确定性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增加了新的困难 

手机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大
学生可以浏览到无限的信息资源，但由于手机媒体的发展时间
较短，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完善，这就导致一些不利于大学生成
长、影响社会和谐的内容掺杂其中。作为手机媒体活跃用户的
大学生，垃圾信息最直接地对其“三观”和道德认知的引导构
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大学生活对每一位大学生来说都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
光，他们变化着、进步着、成长着。然而在这个阶段，他们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健全，对社会还没有一个
清楚的认知，缺乏对不良信息的甄别意识，自我控制能力也有
待提高。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大学生在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
息时，很难对这些信息做出理性科学的判断分析，甚至直接丧

失鉴别能力，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不可否认的现实是：
不少大学生在面对不良信息时已经深陷其中，比如一些高校在
校大学生被网上赌球所迷惑并越陷越深，不仅瞒着父母用自己
的学费参与赌博，还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十几万块钱参与赌球，
终因被人设局而将其钱财骗取得一干二净，轻者辍学、重者因
不堪打击而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大学生被色情信息所迷惑而
犯下强奸罪，将自己送进了监狱，也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教育主体应该继续强化对大学
生正确价值观的培育与塑造，帮助他们提高对不良信息的分辨
能力和自觉拒绝能力。 

(三)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主体自始至终主导着整

个过程，他们安排着教育客体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程，使整个
教育实践活动有序开展，确保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和教学任务的
实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掌握着信
息传播的内容，这就使得老师在这个实践活动中有着绝对的信
息优势，通过授课或者其他传统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思想的
引导。然而在手机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与教育主体有着几乎一
致的信息资源，甚至有比教育主体还要多的资源渠道，从这个
角度来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 

首先，手机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可以通过手机获取各种信
息，而高校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教师的知
识结构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其方式与内容，已经不适应与大学
生的认知方式。其次，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主要
是以课堂讲授、一对一谈话或者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开展的。这
些方式针对性强，在以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但随着手机媒体的发展，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的
大学生更加偏好借助于手机媒体来获得其所需求的信息。教育
主体不在居于信息的垄断地位，因此导致对大学生的思想现状
了解得不够清晰，也不能及时发现新问题。最后，手机媒体环
境下，大学生自主性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获得足够多的信息，
不再一味地被动接受老师传授的信息，会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提
出自己的见解，这无疑在客观上挑战了老师的“权威”。总而言
之，手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主体的地位不断削弱，教育
主体与教育客体双方的地位逐渐由一边倒向双方平衡转变。 

当前，手机媒体发展迅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需要
更加丰富，增加与时代相接轨的变革性举措，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一定要顺应发展潮流，开辟新路径。 

参考文献： 
【1】何冰、李晓斌著，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  
【2】梁剑宏著，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论，光明

日报出版社，2015.  
作者信息: 
李晓斌，1988 年 6 月 10 日，男，汉，河北，硕士研究生，

讲师，大连理工大学，设计学，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理论
与实践，工作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