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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新媒体的基本概念

新媒体是随着近些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而衍生出的一种新

兴媒体形态，包括社交软件、社交平台等，包括许多大众即

时通讯的媒体软件，如微博、微信、QQ 等。新媒体大大提升

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打破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单向传播

壁垒，真正实现了信息交流，社交平台中的所有人都是信息

交互主体。新媒体依托信息技术，持续向着高交互性、自主

性的方向发展延伸，并不断加深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使

得媒体环境中个体的声音被空前放大。新媒体使得媒体环境

中的个体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同时也加剧了观点碰撞。

但这种快速、大规模的信息交互模式，恰恰又是符合当代青

年群体信息交互偏好的。

1.2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

首先，新媒体是双向传播而非单向传播。单向传播机制

是从媒体诞生起就自然产生的传播机制，即将信息加诸特定

载体并强制传播，这意味着信息源头掌握了整个传播链条的

绝对话语权。而新媒体则完全不同，整个传播链条中的主体

都具有传播能力，即传播机制从单向迁移为双向。新媒体本

身所具备的信息即时交互特性，也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时

空限制，达到了随时随地高效传播的层次。同时，由于信息

技术的技术特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还具有更强的匿名性。

其次，传播内容的区别。目前，新媒体常常与传播信息

量较大联系在一起，新媒体具有更大的传播平等性。不过，正

因如此，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鱼龙混杂，既有专业权威人

士发布的信息，也有普通民众发布的信息。这与其传播匿名

性特征叠加，就造成了虚假信息频出的情况。

最后，新媒体传播范围和深度更好。新媒体的信息共享

性导致其具备更广泛的信息参与主体，公众参与信息交互的

效率大大提升，门槛却有所下降。传统媒体的信息交互呈现

单向、静态的，而新媒体的传播则是双向、动态的，传播更

广，也更能吸引公众的关注。

2  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应用问题

2.1 轻视新媒体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作用

高效思政工作者对新媒体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的作用较

为轻视，导致高校大学生所接触的网络环境中充斥着各种意

识形态，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也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核心。但从高校思政工作实际来看，

当前高校网络环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堪忧。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凭借着技术、资金等优势，把控了互联网资源领域

浅析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的运用

张　超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1

【摘　要】当前这个信息技术快速更新的时代使得媒体种类与形式较之前发生了许多变化，新媒体逐渐崛起，并在传媒领域占据了

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鉴于此，高校思政工作不能再沿循传统的工作模式，必须积极重视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的应用价值，关注

将其有效融入思政工作的问题，切实改善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的运用水平，以妥善应对大学生思政工作在日益复杂的媒体环境下

出现的各种新困境。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政工作；有效运用

的话语权，对我国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暴露出的一些暂时性

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猛烈攻击，并通过各种文化产品传播其资

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部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受到影响，

甚至出现了盲从的情况。加之当前的社会环境较为复杂，拜

金主义、投机主义有所抬头，使得大学生面临着意识形态方

面的混乱。高校思政教育没有狠抓新媒体领域内的意识形态

舆论阵地，无疑是思政工作收效不佳的一大成因。

2.2 高校思政工作者教育模式陈旧

总体而言，新媒体仍然属于近十几年内出现的新鲜事物。

不少高校思政工作者未能及时配合环境变化，更新自身的工

作教育观念的情况并不鲜见。

首先，大部分资历较老的高校思政工作者往往不能适应

应用新媒体工具开展思政工作，他们缺乏信息技术的应用能

力，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精力也

都有所下滑。尽管他们也会尝试将新媒体工具应用到高校思

政工作中，但难免会出现耕种问题，长此以往，自然也产生

了一定的消极心理。而部分青年高校思政工作者对新媒体工

具与思政工作结合固然较为积极，但未从根本上扭转自身观

念，教育方式仍然非常陈旧，没有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发挥

到位，仅仅是将传统的一些思政工作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

实质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而非与大学生进行交流互动。

其次，高校思政工作者仍然大多对新媒体工具的应用存

在偏见，未能客观认识到它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的价值，没

有借助新媒体的信息互动特性来充分调动大学生发挥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思政工作收效甚微。

2.3 广泛的媒介素养不足问题

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对大学生群

体和高校思政工作者而言都是媒介素养的一大挑战。唯有持

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方能更好地应用媒体环境的变化与

冲击，保持思想的纯洁性与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

不过，我国大学生群体往往并没有从辅导员等思政工作

者处得到足够的媒介素养引导，对于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的

社会性与目的性等认识较为浅显。这自然导致大学生对网络

信息的判断能力较为单薄，很难识别新媒体环境中的虚假信

息与不良信息。

而高校思政工作队伍中，媒介素养不足的问题也是普遍

存在的。譬如前文有所提及的新媒体应用能力较差、对新媒

体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认识较为浅薄等。归根究底，还是高校

思政工作者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研究较少，更谈不上结合

大学生思政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地设计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的策略。此外，管理高校新媒体窗口的思政工作者，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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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还是其他教师，大多都是较为敷衍地运营管理，缺少

相应的管理专业知识，能力也有所欠缺，几乎不能结合大学

生学习生活实际恰当地开展思政引导工作。

3  改进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作应用水平的具体对策

3.1 主动占领意识形态教育的网络舆论阵地

新媒体为高校思政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

充裕的条件，也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新生途

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思想宣传部门应当认识到自身承担

的重大社会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高校思政工作者自然应当重视起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思政工

作的作用，主动出击，占领意识形态教育的网络舆论阵地。

首先，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强化高校的宣传门户网站建

设，帮助大学生解读政府的政策、执政理念，并举出详细的

生活实例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发自内心的认

同主流意识形态。

其次，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采用接地气、贴近大学生生

活实际的方式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

的执行模式可以参考一些知名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宣传案

例：

案例一：清华大学献礼短视频。清华大学师生为庆祝国

情，制作了一支两分钟的短视频，以歌唱形式赞颂伟大祖国

的辉煌历史。短视频上传至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后迅速

火爆，短时间内就达到了超 20 万次的播放量，在大学生群体

中取得了广泛良好的反响。

案例二：江苏理工大学的访谈类短视频。江苏理工大学

师生采用快访快答的模式，制作了《告白一分钟》的短视频，

对国家发展、政策生活等贴近真实生活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讨

论，通过互动交流，向大学生群体传递着爱党爱国，积极向

上的正确价值观。

简单而言，新媒体的信息交互效率决定了过于高深和晦

涩的宣传内容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

以通俗、接近青年群体偏好表达的形式开展思政宣传工作，

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3.2 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革新工作模式

新媒体导致大学生处在一种思想碰撞、信息混杂的复杂

环境中，很容易受到消极影响，思想观念产生偏差。高校思

政工作者必须破除陈旧的工作模式，提高网络舆情监控能力

与大学生思想动向敏感性。具体而言：

首先，思政工作者需要对大学生使用频率较高的网络平

台保持足够的关注，并对网络舆情保持足够的敏锐度，防止

网络舆情畸形扩大，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迅速从根本上着

手加以处理。

其次，对于大学生群体突发的网络舆论事件或是大学生

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上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不应

当采用封锁、严厉苛责教育等手段，而是应当耐心倾听大学

生心声，为其提供心理疏导。

最后，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阶段性总结新媒体相关的舆

论事件、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对消极言论、不良思想提高

警觉性，及时遏止挽救传播此类信息的学生，并针对性地开

展思想教育，降低各种不良信息的传播可能。

3.3 提高高校思政工作者的新媒体工具运用水平

高校思政工作者的新媒体素养无疑是决定未来高校思政

工作水平的关键，提高高校思政工作者的新媒体工具运用水

平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首先，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提高新媒体工具的实操能力。

大学生学习新鲜事物较快，高校校园内又基本已经达成了全

面的网络覆盖，可以说，大学生就是长期生活在新媒体之中

的。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紧跟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潮流，学

习各种网络平台的使用，将新媒体工具与日常的思政工作实

现自然融合，譬如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与大学生进行互动。

其次，高校思政工作者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

平与理论水平。新媒体工具与思政工作的结合，本质是思政

工作手段、工作模式的革新，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高校思

政工作者对大学生的心理把握。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积极学

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心理学相关理论，提高自身的思

想政治觉悟，更精准地把握大学生心理，才能真正用好新媒

体这把工具，更好地落实高校思政工作要求。

4  结论

总体而言，近些年高校思政工作与新媒体工具的结合还

是收到了一些不错的成效，在宣传文娱、网络教育方面，较

之前而言还是有了一些改观。但必须承认，新媒体工具在高

校思政工作中的运用水平仍然是存在许多问题的。本文经过

简单分析，提出了些许建议：高校思政工作者破除陈旧工作

观念，革新工作模式，主动占据新媒体领域的意识形态宣传

阵地，提升自身新媒体素养与应用能力，不断以理论知识充

实自身，以便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工具优化高校思政工作的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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