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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韦世锋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科学技术也发展的越来越快，自媒体展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自媒体的发展，对现

今社会信息的传播产生的非常大的影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自媒体也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自媒体产生

的影响有利有弊，如何有效的利用自媒体来进行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消除负面的影响目的。本文主要，阐述自

媒体时代的概念，分析自媒体时代的特点，和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影响探讨了自媒体时代对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影响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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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类进入自媒体时代，其生活方式也发生

了非常大的改变，人们越来越依赖微博微信的网络媒体，这

对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影响。

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在对于学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就起

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高职院校必须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

作，通过自媒体时代引导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往良好方向发

展，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一、自媒体时代的概念

自媒体主要就是以个人传播为主，以现代科技手段为

基础进行信息传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登录一些媒体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发布一些个人的信息或者思想看法等等，所以

说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麦克风，每个人都是一名记者，每个

人都是一位新闻传播者，这种现代传媒方式就是字媒体，其

具有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传媒生

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自媒体时代，广大公民能够更

快，更准确的获得最新新闻消息，也能快速的传播消息，学

到新知识，通过自媒体，能够增长经济收入，使个体行动能

力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互联网上社会组织能力有限，使得

很多公民利用自媒体的便利性而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互联

网上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小小的媒体，恶意的转发帖子，微

博评论上发出个人信息等行为会导致许多公民财产损失，名

誉受损等一些危害。以自媒体为主要媒体传播手段的时代，

就是自媒体时代。自从 2002 年开始自媒体这个名词出现后，

人类就开始进入了自媒体时代。

二、自媒体时代的特点

（一）自发性特点

自媒体最主要体现在一个“自”，它主要是由个人通

过一些媒体平台进行媒体传播，具有自发性，通过个人自己

意识去发动自己个人来进行传播信息。自媒体所面对的是全

体公民，给一些普通民众，提供一个张扬自我，助力个性成

长，铸就个体价值的平台，比如很多公民具有一些难以得到

展示平台的才艺，或者是某些地方展示其当地特色的文化，

都可以在自媒体环境下，通过用户自己制造一些新闻，并且

发现新闻，这些比较名义换，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内容

和别人分享，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搜索一些信息，然后

再进行改编进行发布，不管是怎样一个方式或者行为，他都

是用户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做的一个行为，这就体现出自媒体

的自发性，自主性的特点。

（二）即时性特点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自媒体就体现出了另一个

特点，及时性，因为自媒体是借助现代科技网络进行的一种

信息传播的媒体，所以现代科技网络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

自媒体也达到了这种速度，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及时性

和快速性。自媒体的传播来自各行各业，其覆盖面非常广，

而在自媒体时代外界人类能够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得

知最新的新闻，所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新闻事件的综合

把握，可以更加迅速，更加具体，更加清楚，更加切合实际。

比如现在的一些重大会议演唱会，球赛，甚至是庭审现场都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通过自媒体平台，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直

播播报，广大的公民群众用户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具体了解

到新闻信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三）个性化特点

个性化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自媒体时

代还未得到非常规范的限制标准，所以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

的特点发出自己，不同时间不同情况的感想感悟，也会根据

自己的个性需求进行新闻信息的发布，所以在我们常用的微

博抖音朋友圈的自媒体传播软件上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各种

各样的新闻，所发出来的分隔方式也会不同，这就非常体现

出自媒体的个性化这一特点，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

求，在自媒体上搜索出其他人所发出来的不同风格的新闻信

息，对于同一类型的信息会存在差异，所以人们可以择优选

择选取最适合自己的一些信息进行模仿。这些自己创造的自

身新闻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烙印 , 体现出了自媒体时代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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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三、自媒体时代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多样化的教育 方式打破时空限制

传统的媒体会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但是自媒体却拥有

超越时空限制的优点。自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的教师利用自

媒体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通过网络随时随地的为学生开展

思想教育工作，同样学生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老师进行交流

互动，这样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非常迅速便捷的方式

进行传播信息。自媒体时代除了可以用传统的黑板文字，这

些进行教育工作之外。运用实时视频进行教育工作也是现在

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手段。在疫情期间，所有的学校

都利用网络课程进行授课，这样不仅利于控制疫情，而且能

够节约资源，但是授课效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自媒体时代下

的高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跨越时空进行教育。

2. 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自媒体时代下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因

时刻体现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是学习的引导者，所以

高职院校教师要通过学生的个体差异实际需求的来进行教

育工作要突破传统的讲 - 授、单向教育的教育模式。在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抒发自己

的情感以及心事的发送给教师，让教师及时了解到学生的心

理状况，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高教育工作效率。

（二）消极影响

1. 低俗信息泛滥

因为自媒体具有多元化自发性的这些特点，很多比较

低俗的新闻信息也出现在网络当中，许多高职院校脱离了初

心，只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对于学生的德育工作

只是轻描淡写，较为忽视，所以导致很多学生其政治素养低

下，再加上很多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

其自我思想很强，对于高职院校的一些政治教育比较排斥，

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教育的作用，只是认为是一种形式，落

不到实处。再加上网络世界千奇百怪，我国对网络信息监控

还没有得到比较完善导致很多不良信息在自媒体时代到处

传播，很多高校学生受不了诱惑，沉迷于一些不良信心当中，

导致对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有一些高校对自媒体的管理不够到位，约束力不够强，使得

很多高校学生传播了一些暴力、色情、污蔑等信息，由于自

媒体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造成的危害影响也是非常大。

2. 信息开放度过大 , 增加教育工作的难度

在自媒体时代下，由于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所涉及

的面也非常广，所以信息量也非常多，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

在各式各样的信息中找不到方向，对不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

思想观念和人生价值观。高职院校教师也比较困难，收集到

非常正确和集中的一些有用的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

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收集总结，所以这就增加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态度

四、自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影响的应对

策略

（一）进行正确的引导

为了让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自媒体时代下产

生正确的影响，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虽然高职

院校的学生已经成人，但是对于选择正确的道路还是存在一

定的迷茫，所以高职院校要加强引导工作做好宣传先进的思

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加强校园网络管理

由于现在网络的发展迅速，在网络的世界中，很多东

西没有受到限制，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好的不良的信息传播，

所以高职院校一定要对校园网络加强管理，创造出绿色的自

媒体环境。高职院校可以在自己的校园网络中，建立一些

有助于提高学生素养的网站或者是增加学生先进性的思想

道德教育的网站，也要加强网络的防御功能，以防校外人

员进行网络传播不良信息，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也要限制

其对网络的使用，不能让学生在校期间一直沉迷于网络而

无法自拔。

（三）加强社会生活实践

高职院校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而只有真正进入了社会，

才能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所以高职院校应多

家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的社会生活实践，让学生置身于真正

的社会当中去了解社会，理解生活，感受社会上积极向上

的思想文化，而不能只限于媒体网络当中的所呈现出来的

社会景象。

五、结语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发展，自媒体所带给人们更多的是

有利的影响，它对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非常积极

的一面，但也不缺乏因泛滥的信息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

高职院校应当做好相关的网络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帮助学生应对自媒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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