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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方法的创新途径
王　君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形式发生了巨大

改变，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模式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可以借鉴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思政

教育方法进行大胆创新，使思政教育应更加碎片化和趣味化，从

而适应学生的信息获取方式，并吸引学生的关注和讨论，以此来

提升思政教育质量。本文基于辅导员的角度，对新媒体时代大学

生思政教育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一些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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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辅导员发挥着思政育

人的重要作用，作为大学生的直接管理者，辅导员不光要照顾学

生的生活和学习，还要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身

心健康地成长。

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主要有组织思政教育班会、开展

思政专题讲座等方式，但在新媒体时代下，学生接受各种复杂信

息的渠道大大扩展，很多大学生都会在生活中使用到新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上的信息直接由普通人生产，并不像官方媒体所传递的

信息那样真实可靠，且没有较大的教育价值，而且如果企业和政

府的监管不到位，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就会出现大量的负面新闻、

谣言、低俗信息、违法信息，学生看到后很容易受其影响而导致

自身价值观的混乱，思想道德出现滑坡，甚至会受其影响而做出

违规违法行为。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辅导员应加大思政教育力度，创新思政

教育，善用新媒体信息传播高效便捷的特点，积极引导学生学习

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学生具有较强的思想定力和

辨明是非的能力，并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新媒体作为当下流行的信息传播形式，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

喜爱，这主要是因为新媒体让内容以碎片化形式传播，呈现形式

丰富直观，极大程度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让读者能够在任何

时间地点以较快速度浏览信息，并且新媒体内容简单易懂，主题

突出且标题比较接地气，不像传统新闻媒体内容严肃，且充满说

教气息。

新媒体也为思政内容的传播提供了新形式和新思路，通过创

造学生感兴趣的思政内容，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视频、图文等信

息呈现形式，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思政内容，从而达到思政

教育的目的。

除此之外，新媒体内容都在手机和电脑上传播，并且全部免

费，学生打开网页或应用就可以接收大量新媒体信息。新媒体内

容的传播速度也远超传统媒体，新闻信息被放在新媒体平台上，

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被全国人民浏览评论，而且大家都可以在新媒

体平台上发布内容，信息资源十分丰富，且观点和主体多种多样，

很多德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者和专家学者都会在新媒体平

台上发布内容，这样学生就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思政内容，并接

收多方的观点和看法，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解。

新媒体不光可以传播信息，还可以让作者和读者、读者与读

者之间产生互动，让读者通过评论、弹幕、点赞等方式发表自己

的态度和观点，增强了读者的粘性和参与感，这促进了思政教育

向好发展，学生将会变被动为主动，自主就思政内容开展讨论交流，

不光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还提升了学生的积极性。

（二）负面影响

新媒体平台的用户数量庞大，往往达到数亿级别，但这些平

台并不生产内容，而只是将普通人生产的内容通过算法推荐给特

定的人群，新媒体平台尽管会对内容进行审查，但始终无法监管

到每一条内容，而不良信息一旦被发布到平台上，就会在短时间

内形成疯狂传播，当平台反应过来对其进行下架或查封时，不良

信息已经被大多数人所知晓，并且还会被某些用户将信息保存下

来，从而形成二次传播。

我国是互联网大国，很多用户都喜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这

就导致了部分负面情绪或不良信息的传播。大学生正处于思想混

乱期，对现实社会没有太多认识，并且对复杂信息没有较强的辨

别能力，很容易轻信新媒体内容，从而形成负面思维和刻板印象，

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而且很多社会问题都会被新媒体

平台放大后再呈现出来，极易激发出学生的焦虑感和挫败感，使

学生无法在学校里静下心来学习。

新媒体平台上每天都会涌现成千上万的海量信息，在算法的

加持下大学生会轻易对这些信息产生上瘾倾向，往往花费数个小

时的时间来浏览新媒体内容，学生进行深度阅读的时间被大大挤

占，面对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学生很容易迷失自我，从而陷

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学生无法针对新媒体内容跟进行有价值

的思考，反而很容易受到新媒体内容的裹挟，从而无法对现实社

会生成正确的认识。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方法的创新途

径

（一）利用新媒体扩展思政内容传播途径

传统思政教育以宣讲为主，教育形式较为单一，学生的接受

程度和参与程度较低，从而无法真正理解思政内容的重要意义和

内涵，因此辅导员可以利用新媒体扩展思政内容的传播途径。

当今大学生都拥有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并且主要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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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电子设备来获取信息，学生也会长时间使用微信、今日头条等

新媒体平台，辅导员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创建账号，采用图文或

视频形式发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等思政内容，

让学生及时了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并结合当前时事进行思想

道德角度的评论，将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与思政知识连接起来，从

而吸引学生的阅读、关注、转发和讨论。

辅导员还可以指导学生关注在思政领域、法制领域有较强影

响力的新媒体账号，如人民网、新华网、共青团中央、长安剑等账号，

这些账号大多掌握了新媒体内容传播的方法，可以创作出学生喜

欢的思政内容，并且在现实当中已经积累大量的大学生粉丝，可

以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并给予学生价值观上的引导，引导学生

思想健康发展。

（二）利用新媒体创新思政教育内容

高校思政教育内容偏重理论，辅导员较少针对社会现实情况

向学生传播思政知识，而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兴趣较低，即便

认真听讲也无法将思政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思考，从而无法

利用思政内容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辅导员可以在研究新媒体平台上热点话题的基础上，针对具

体问题和现实问题对学生展开思政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基本

经济、政治制度，并主动关心我国的未来发展，从而建立起报效

祖国的责任意识，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国家

的喜爱，并且很多网络视频博主在海外收获了大量的粉丝，对宣

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辅导员可以带学生积极了解这

些情况，让学生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真实认知，并转变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固有看法，从而督促学生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并树立正确的家国观念，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不但有利于让学生拥有正确信仰，还能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利用新媒体争夺舆论高地

新媒体平台上的舆论变化很快，国家近些年来一直在引导新

媒体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但诸如明星丑闻、网络谣言等内容依

旧很容易形成舆论焦点，这十分不利于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大学生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这些内容吸引，并轻听轻

信网络谣言，一旦部分学生对这些内容深信不疑，就会影响他们

个人思想的正常发展。因此辅导员应抢占新媒体舆论高地，利用

微信、微博等平台及时对相关内容进行批评或澄清，通过评论积

极与学生展开互动，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相关内容，并提醒学生不

要受相关信息影响而产生不正确的观念，引导学生三观健康成长。

因为信息沟通不畅或信息传达不到位等问题，高校和学生之

间很容易产生矛盾，并引起诸多学生的不满，辅导员应及时利用

新媒体平台作出回应或解释，从而创建公开透明的校园环境，这

也为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并且也增强了学生对学校和教

师的信任感。

（四）利用新媒体增强思政教育认同

思政教育属于隐性教育，对学生的帮助不像知识或技能可以

立刻体现出来，而需要学生在不断的生活实践当中感受，因此很

多学生都认识不到思政教育的价值，忽视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从而主观上排斥思政教育，无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辅导员可以利用新媒体信息的传播语境来了解学生接收信息

的内在逻辑，打破学生对思政教育设置的心理界限，提升学生对

社会思想的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思考思政内容，增强学

生对思政教育的认同感。

辅导员还可以提醒学生在接触新媒体信息时要关注自身思想

的变化，了解思想观念对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让学生以思政内

容优化自身的思想，并通过思想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这样学生才会了解思政内容的现实意义，以及对个人思想和个人

行为的巨大改造作用，深化学生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让学生

主动遵守社会道德，从而成为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的新时代

青年。

三、结语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许多良莠不齐的外来文化涌

入我国，社会上的思想越来越复杂和混乱，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十分重要。

辅导员是引导学生思想正确发展的主要力量，应当承担起立

德树人的重要任务，通过利用新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思想水平，增强了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认同感，

并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

价值观念。

学生也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思政教育的重要，

从而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配合教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并更加努

力地学习思政知识，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从而成为符合国家和

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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