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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研究
葛丹丹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本文围绕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文化多元化、媒体私有化”等特点，剖析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而

围绕当代大学生兴趣喜好和成长环境，探究了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方式与内容。提出了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科技兴国的宣传、加

强社会时事的教育、优化职业素养的培养的观点，以及利用“媒体组合”开展多元教育、利用“舆情监控”开展主题教育、利用“网络

红人”开展个性教育、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自主教育的思政教育形式。可有效帮助当代大学生适应复杂多元的网络社会，促进大学生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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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特点

（一）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成长环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方

式和传播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

环境的影响作用被弱化，微信、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的不断完

善和普及，“信息碎片化、文化多元化、媒体私有化”等新的传

播特性逐渐突出。在新媒体时代中，大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发生了

一定的改变，信息获取的渠道更加丰富，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快

速成长，学习更加丰富的知识并开阔视野。另一方面，一些偏激的、

错误的、消极的信息也容易通过网络混入大学生的生活，对其产

生不良的影响。然而，由于网络管理水平尚未成熟，尚不能通过

技术手段对消极信息进行完全的阻断，在这一背景下，合理的利

用新媒体环境开展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与问题

随着网络的普及，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更加灵活，视野更加开阔，

大量新鲜的事物通过网络涌入大学生的生活，使其能够更加快速

的对个人喜好进行明确的定位，也更便于大学生拓展社交圈层。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形成了“追求个性、乐于表达、热衷

现实”等思想特点，他们敢于接受新鲜事物，乐于推翻传统桎梏，

创新力和探索能力都更加突出。但是大学生涉世未深，对于信息

的鉴别能力有限，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其更加容易受到外界

的误导，最终误入歧途。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中大量渲染

的奢靡生活，在大学生群体中滋生出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低欲主义、虚无主义”等不良风气。在大学生成长阶段，需要利

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行有

效引导。

二、网络思政教育的意义

（一）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

当今时代，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

大学生群体，互联网便捷生动的应用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强

烈吸引着大学生。一方面，利用网络思政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形

成良好的职业尊严和职业素养，正确鉴别网络环境中的歪风邪气，

坚守职业道德，避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投机主义的发生，令

学生始终以发展专业技术、创造社会价值为己任，不断推动我国

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将思政思想作为学生专业学习

的动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勤奋自勉、坚忍不拔的精神态度，

使其能够顺利应对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时刻保持积极向上

的学习态度，进而促进其专业知识的学习效率和学习积极性，为

形成更全面优质的专业能力奠定基础。

（二）优化当代网络环境

大学生是当代网络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舆情的重

要传播者和接受者，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社会具有十分

显著的影响作用。对此，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有利

于优化网络受众的意识形态，改善网络环境，在网络中增加正能

量和好声音，进而以高校为阵地，利用大学生对社会的影响力，

可以有效矫正网络中的歪风邪气，为我国网络的健康发展奠定一

定的基础。促进高校学生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意

识形态，提高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护程度，培养新一

代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我国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三、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内容

（一）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我国

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文化形式多姿多彩，其中更蕴含着丰富的人

生道理和哲学思想。其不仅有利于帮助大学生高树立良好的人生

观、价值观，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大学生的民族荣誉感、自豪感，

进而提升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因此，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应注重

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应拓宽对大学生对我国文化认知的宽

度，帮助其了解各民族文化，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通过丰

富的文化形式，熏陶其良好的情怀。另一方面，应加深大学生的

文化认知深度，帮助其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家发展、民族团结、

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如在网络思政教育中，可以展示我国民族

文化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以及民族文化活动创造的经济价值、

艺术价值等，使大学生充分感受到民族文化的伟大与魅力。

（二）突出科技兴国的宣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学生作为我国新一代接班人，是我国

未来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思维，对于大学

生肩负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面对网

络中大量滋生的伪科学、鬼神论等错误思想，科学思维的培养能

够帮助大学生进行客观准确的鉴别，进而从思想层面抵制这些不

良思想。对此，在网络思政教育中，应突出科技兴国的宣传。其

又可分为“科技”和“兴国”两个方面。在“科技”方面，应以

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利用网络平台，向大学生传播新时代的先

进科学技术，帮助大学生走出书本，走向世界，了解当今科技发

展水平，从而培养其基本的科学思想和创新意识。在“兴国”方面，

应充分展示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就，如华为手机的技术突破、

北斗系统的诞生等，通过这些重大的科技成就，展现我国的科技

实力，并使大学生树立“科技兴国”的正确观念。

（三）加强社会时事的教育

网络作为大学生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其对大学生正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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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认识国际关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要成为实践型、

创新型的人才，就需要扎根于现实，了解国情。对此，在高校网

络思政教育中，应加强社会时事的教育。通过社会时事，帮助大

学生对个人发展和理想进行精准的定位，明确新一代接班人的历

史使命。加强社会时事的教育，一方面，应突出我国国内社会生

活的刻画，通过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群的生活百态，帮助大

学生认知真正的中国社会，避免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网

络中不真实的生活情境影响。通过对小人物奋斗的故事，以及各

行各业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的刻画，引导大学生进行更加客观的

自我定位，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精神。另一方面，

应加强国际时事的教育，以生动的方式，如俄乌战争、中美关系

等，开拓大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其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肩上

的民族使命。同时学习我国的相关政策思想，了解党的基本方针，

为其更好地践行党的发展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四、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方式

（一）利用“舆情监控”开展主题教育

传统的思政教育效果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主题内容

与学生的兴趣爱好存在偏差，思政教育一味的按照某一固定主题

开展，容易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热点。对此，应将网络思

政教育与校内思政课程进行互补，改变传统网络思政教育课程化

的内容设定方式，围绕大学生关注的热门话题，利用“热搜榜”

和现代舆情监控技术，抓取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议话题和社会热

点。根据大学生热点话题，为广大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时尚化

的思政教育。让大学生能够在“网络思政教育大系统”中以话题

探讨、社交咨询等方式开展思政学习。弱化传统思政教育中的理

论性问题，使网络思政教育与校内思政课程形成互补。后者强调

基本理论学习，前者强调生活思想引导。进而让网络思政教育真

正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如通过舆情监控发现大学生的近

期关注的焦点为热播电视剧《狂飙》，则可围绕这一电视剧中的

人物故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坚守善良、刚正不阿”等精神，

以影评的方式开展思政教育。

（二）利用“网络红人”开展个性教育

在新媒体时代，涌现出了大量的网络红人，他们有的以出众

的才华博得眼球，有的以创新的视角吸引受众，其中也不乏有人

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取流量。这些网络红人各具特色，且具有

十分强烈的代表性。对此，在新媒体视阈下，可充分利用“网络

红人”这一现象级资源开展个性化的网络思政教育。一方面，可

针对一些积极向上的网络红人，邀请其以视频、互动等方式，与

大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引导学生效仿其在网络中表现的正面行为，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如以绘画为特色的网络红人，可以

向大学生讲述其在学习绘画的心路历程，体现其坚持不懈最终取

得成功的故事。再如以短视频故事为特色的网络红人，可以与大

学生分享其拍摄过程，展示一部精彩的故事是如何通过演员、编剧、

导演等不同角色的共同努力完成的，以鼓励大学生学会团结合作。

另一方面，针对一些网络中出现的消极扭曲的红人，高校可通过

校园网发起探讨话题，结合校内思政课程、思政辩论会、思政论

坛等形式，引导学生正确审视网络中的歪风邪气，并作为反面教材，

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健康的思考，以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三）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自主教育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学习途径具有鲜明的差异化，学生

的成长需求和思想也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需

要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和诉求，在进行统一的思政教育同时，

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择。对此，高校应充分利用不同网络的丰

富功能，建立模块化的自主思政教育平台。以慕课、短视屏、图

文等多种方式，将不同主题内容的思政教育资源上传至网络，以

供大学生根据个人喜好和需求进行自主学习。为了更好地满足大

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应建立开放化、共享化的平台系统，开放

思政教育资源上传通道，允许不同地区的高校上传优质思政教育

素材，同时搜集网络中具有显著教育意义的视频和图文内容，并

通过主题划分，为大学生提供便捷、多样的自主思政学习空间。

五、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保障条件

（一）地方政府党的引导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不仅是高校的教育责任，同时其也涉及到

社会的稳定和谐。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决定

了高校思政教育必须走出高校、走向社会。无论是的平台的搭建，

还是媒体的融合，要促进社会各界参与到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中，

就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因此，在推动高校网络思政教育

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协助高校进行资源的整合，通过扶持政策、

资源嫁接等形式，将更多社会力量纳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事业当中。

（二）高校的广泛合作

移动互联，是新媒体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在新媒体视阈下，

实现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也应充分适应移动互联的趋势。思政教

育不能局限于某一专业或某一院校，只有各地高校之间形成良好

的协作，才能够实现思政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因此，高校之间应

加强联系，一方面，交流思政教育成果，共享先进的思政教育方法。

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应合作开发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共享优质的

教育资源。

（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现代信息技术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基础，然而，

由于高校的资源有限，在平台搭建、舆情监控、媒体整合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网络思政教育，还需要

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协助高校共同完善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的功

能，实现全社会的资源整合，继而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元的、

便捷的、个性的思政学习空间。

六、总结

在传统的思政教育中，网络教育始终以一种辅助手段出现在

思政教育当中的，其主要功能是为思政教育提供高校的教育途径

和平台。然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

已经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当今时代，思政教育不仅要利用网络平台，

同时也要围绕网络平台。积极摄取网络中的先进思想和创新形式，

发挥新媒体的资源优势，将思政教育趣味化、时尚化、个性化。

只有让网络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第二阵地，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

大学生的成长方式，满足其成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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