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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徐　莉　张　虹　陈　雪

（南通职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呈现渗透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等特点，拓宽了思政教育渠道，搭建网络思政教育“阵地”，

提高思政教育质量。高校要科学运用新媒体，积极开设各大新媒体平台账号，全方位渗透思政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搜集各大新

媒体平台时政新闻，拓展网络思政教育内容，注重教师网络素养培训，培养优秀网络思政教育队伍，推进网络思政教育发展，积极与学

生在新媒体平台互动，增强他们对思政教育的忠实，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监测，关注学生在新媒体平台发言，净化校园网络，提升高校网

络思政教育质量。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实践路径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抖音、微博、B 站和快手等新

媒体成为“00 后”大学生获取信息、社交、娱乐的主要载体，由

于新媒体平台短视频、文章等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对学生人生观、

价值观等造成冲击。高校要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构建网络

思政教育平台，一方面要组织教师搜集网络平台优质思政教育资

源，既可以丰富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又可以提升教师网络思政教

育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利用网络思政教育平台拓展思政教育，

把思政教育延伸到学生生活中、社会实践中，让他们接受思政教

育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发挥出网络思政教育价值。

一、新媒体视域下的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特点

（一）网络思政教育的渗透性

新媒体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打破了传统的“照本宣

科”“一讲到底”教学模式，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多元化网

络载体开展思政教育，全方位、全过程渗透思政教育，并引导学

生参与到网络这个教育中。例如网络思政教育模式下，学生在微

博平台发表自己对社会热点新闻实践的评论、自主阅读时政新闻，

更加关注时政新闻，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网络

思政教育模式更加时尚、智能化，更符合“00 后”大学生个性化

学习需求，更能激发他们参与思政教育的积极性，让他们自主参

与到思政教育中，全方位渗透思政教育。

（二）网络思政教育的广泛性

新媒体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内容，不仅

包括了社会正能量新闻、国际新闻、世界文化等素材，还包括了

红色研学活动、创新创业和工匠精神等实践教育活动视频，这体

现了新媒体背景下网络思政教育的广泛性。相对于传统思政教育

模式，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资源包括了视频、文字、图片和应用软

件等信息资源，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广泛，多元化的信息、传播载

体更能吸引学生主动参与线上思政教育活动，更好地落实因材施

教理念，进而提高网络思政教育质量。

（三）教育主客体的平等性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获取和传播是平等的，这让高校

教师失去了对网络思政教育的“支配权”和“主导权”，学生也

积极参与到信息筛选和传播过程中，体现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平

等性。这种平等性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情感交流的真

实性和直接性，构建网络思政教育新模式，让思政教育更加接地气，

从而激发学生参与思政教育活动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课堂、社会

实践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从而提升网络思

政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

（四）多元化教育渠道

新媒体视域下的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线上教学平台、

学校官网，开始积极搭建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等全新的网络

思政教育载体，进一步拓宽了网络思政教育渠道，有利于把思政

教育延伸到学生生活、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领域，

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有利于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

此外，新媒体更有利于创新网络思政教育互动渠道，便于学生在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点评学校发布的思政教育

短视频，并和其他同学讨论社会热点新闻，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情

感共鸣，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发展现状

（一）网络思政教育载体建设有待提高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纷纷开设了官网、微信公众号和

抖音账号，但是这些网络平台思政教育内容质量不高，普遍存在

盲目转发时政新闻、思政教材知识点等问题，单调重复的思政教

育内容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线上互动积极性，影响了网络

思政教育的开展。同时，网络思政教育新媒体载体建设缓慢，官

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与学生互动比较少，发布的短视

频缺乏创新，导致新媒体成为“僵尸账号”，难以发挥出新媒体

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优势。

（二）缺乏高素质网络思政教育队伍

目前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主要由思政教师、辅导员、团委、学生

处和党委宣传部负责，由于这些教师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对新媒

体账号运营、互联万使用不太熟练，难以及时搜集 B 站、微博的、

抖音等平台思政教育信息，导致网络思政教育平台信息过时，难以

吸引学生关注。同时，学校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多以发布新闻、通告

类短视频、文章等为主，很少自主拍摄思政教育短视频、开展线上

话题讨论等活动，这反映出网络思政教育队伍信息化素养亟待提升。

（三）思政教育和网络阵地融合较少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纷繁复杂，大学生缺乏社会阅历和分辨

能力，很容易被不良信息迷惑从而出现崇洋媚外、金钱至上、理

想信念和文化自信缺失等问题。但是目前高校思政教育与微博、

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阵地的融合还比较少，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忽略了对新媒体平台新闻、短视频的分析，

难以发挥出思政引领作用，容易让学生被网络不良信息影响。第

二，学校网络舆情监管不到位，对学生在学校贴吧、微信公众号、

微博和抖音等平台评论、留言等监管不力，难以及时发现部分学

生的过激发言和不当言论，导致负能量在网络大行其道，影响了

网络思政育人质量。

（四）网络思政教育方式比较单一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存在以官方网站为主，新媒体平台为辅的

问题，各个平台之间的合作与融合比较少，导致优质思政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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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无法共享，学生也无法快速浏览各大平台热点新闻和思政教育

活动，影响了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建设。学校官网、微博账号、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热点时政新闻、红色研学活动和非遗探究等信

息无法实时共享，没有设置网络链接，这给学生线上浏览网络思

政平台信息带来了不便，无形中影响了他们参与网络思政教育活

动的积极性

三、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实践路径

（一）打造网络思政教育载体，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新媒体时代下，各类网络媒体层出不穷，高校要把握时代潮

流及时推陈出新，积极开通各大新媒体平台账号，做好账号运营，

利用多元化新媒体平台渗透思政教育，让思政教育更加接地气。

首先，高校要组建网络思政教育团队，明确各大网络平台特点，

确定各大平台网络思政教育资源，凸显出平台差异，避免学生出

现“审美疲劳”，从而推进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例如学校

官微可以转发央视热点新闻，并设计线上调查问卷，征集学生对

事件意见，更加准确地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并让他们参与到微

博平台网络思政教育中，提升网络思政教育活力。其次，高校要

运营好新媒体账号，既要及时更新思政教育内容，又要做好账号

引流，吸引更多学生关注账号，从而发挥出新媒体思政育人优势。

学校要做好网络思政教育宣传工作，例如在学校微信公众号、校

园海报和图书馆内张贴学校官方微博、抖音账号的二维码，便于

学生扫码关注网络平台，并在官网显眼位置设置微博、微信公众

连接，便于学生在微信朋友圈、QQ 群分享学校思政教育短视频，

进一步提高学校网络思政教育载体知名度，从而提升网络思政教

育质量。

（二）整合多平台思政资源，丰富网络思政教育内容

网络平台信息更新速度非常快，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与时

俱进，整合各大网络媒体思政教育资源，让网络思政教育载体成

为精品，利用接地气、热门事件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增加网络思

政教育平台访问量和关注度。第一，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关注各大

平台热门短视频、文章和国内外时政新闻，同时还要紧跟校园热

点，呈现出年轻时尚、平易近人的思政教育姿态，把思政教育和

学生生活、就业等衔接起来，从而激发他们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发

言积极性，从而增加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思政教育水平。第二，高校党支部、团支部、辅导员和思政教育

要通力合作，筛选各大平台优质思政教育资源，精心制作思政教

育短视频、漫画和小品等作品，以轻松幽默、寓教于乐的形式增

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政教

育熏陶，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例如党委、辅导员、思政教

师可以录制“百年党史”宣传片，介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再融入校史、优秀党员教师和优秀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先进事迹，

并把宣传品发布在学校官网、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进一步

丰富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和方式，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

（三）培养网络思政教育队伍，提升教师网络素养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需要既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丰富的思政教育理论知识，又善于运用网络工具从事管理的思政

教育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要加强思政教育工作者培训，提升他

们的网络素养，让他们胜任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高校可以定期组

织思政教育工作者参与融媒体培训，系统性讲解短视频制作、新

媒体账号运营与管理等专业知识，提升思政教育工作者网络素养，

让他们熟练操作各大网络思政教育账号，为打造网络思政教育精

品内容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思政教育工作者可以学习微博、抖音

账号运营，根据社会热点、校园热点敲定网络思政教育主题，精

心剪辑短视频，并搭配简短、精悍的标题和介绍词，通过短视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等正能量，营造

良好的校园育人氛围，不断提升自身网络素养，保障网络思政教

育的顺利开展。为了进一步推动网络思政教育改革，高校可以把

网络素养、网络思政教育能力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中，针对新媒体

账号运营与管理优秀的思政教育工作者给予奖励，激励更多思政

教育工作者学习新媒体技术，打造一支政治素养高、网络素养高、

甘于奉献的网络思政教育队伍。

（四）加强网络思政平台互动，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让网络思

政教育平台活跃起来，避免账号变成“僵尸”账号，既可以及时

掌握学生思想意识动态，又可以了解学生需求，从而提升网络思

政教育活力，发挥出网络思政教育优势。第一，思政教育工作者

要关注抖音、B 站、微博等平台热门新闻，重点关注央视新闻、

新华网等官方权威账号发布的新闻，坚定政治立场与党同心同德，

忠于党和国家，传递社会正能量，唱响校园好故事，营造良好的

思政教育氛围。思政教育工作在发布短视频、文章后，要时刻关

注学生反馈，并在评论区积极回复学生评论，提升账号活跃度，

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线上互动中，进一步提升网络思政教育

平台运营质量。第二，学校要引导学生参与到网络思政教育中，

围绕社会热点开展校园讨论，鼓励学生线上讨论热点新闻、校园

热点，让他们积极转载和传播网评文章，扩大正能量的辐射范围，

抢占舆论先导权，避免他们受到不良文化侵蚀，筑牢大学生思想

意识防线，让他们坚定不移跟党走、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五）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监测，净化校园网络环境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式环境，信息良莠不齐，很容易影响大学

生人生观、价值观。为了避免新媒体、互联网信息影响学生三观，

高校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利用大数据监测学校各大平台信息、

学生留言以及非法网站链接，一旦学生浏览非法网站，要及时进

行安全提醒，提升校园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做好学生个人信息保

密工作，进一步净化校园网络。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大数据监测学

生校园网络检索、浏览、下载、上传资料等信息，一旦发现不良

信息、非法网站等信息，要及时给予拦截，并确定相关 IP，呼吁

学生文明上网，倡议不浏览非法网站，增强他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并让他们积极举报网络不良信息、同学不当网络发言，增强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学校还可以在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开展法治

教育，推广国家互联网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散布网络谣言、

泄露他人个人隐私、诽谤罪等法律条例，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呼

吁他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禁他们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言论，

鼓励他们时刻微课国家利益，进一步提升网络思政育人质量。

四、结语

总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要与时俱进，积极搭建多元化网络

思政教育载体，利用微博、抖音、B 站等学生喜爱的新媒体开展

思政教育，提升思政教育感染力和创新力，吸引学生关注学生官网、

微博和抖音账号，增加网络思政教育平台活跃度，培养高素质网

络思政教育队伍，加强网络舆情监测，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同时，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精心制作短视频、漫画等素材，与学生在

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积极互动，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提高网络思

政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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