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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微信公众号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以舟山地区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为例

王珊珊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浙江 舟山 316111）

摘要：本文通过对浙江省舟山市的 4 所高校的共青团公众号

进行研究，研究其一年的推文类型、推文量、阅读量等，从月推文量、

内容分类、传播效果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

号的推文类型、更新频率、原创性、话语环境等指标能够呈现公

众号影响力。由此在加强公众号平台建设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

期为高校共青团公众号提升思政育人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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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具有隐形教育功能，目前该平台已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一个主要载体。

本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 4 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整理共青团

公众号一年来的运营情况数据，分析影响其传播效果的诸多因素，

为舟山地区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一定资料，探寻出大学

生对公众号推文的认同导向，为探究微信公众号在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积累一定成果。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舟山市 4 所高校，浙江海洋大学、浙江海

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的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分别

为“浙海青年”“东科青年”“海韵新青年”“旅健新青年”，

将样本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一年的推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

究 4 所高校微信公众号每月的推文总数、推文类别、阅读量、阅

读量较高的推文类型，并进行数据分析。

微信公众号与微博在探究传播力方面的指标具有一定共性，

即阅读与转发，此外，对已有学者对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相关

研究加以总结，总结出阅读量、点赞数等可作为评价其影响力的

重要指标，在参考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通过推文量、

阅读量作为影响因素，将研究周期设定在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对舟山地区的高校共青团公众号的推文内容加以分类，月推

文量和阅读量进行统计，来分析效果。

二、推文总体概况

（一）推文时间分析

图 1 显示出，4 所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每月的总发文量有

着一定差距，统计数据显示，“东科青年”和“浙海青年”两所

本科院校的月推文量明显高出高职院校“海运新青年”和“旅健

新青年”。

这些数据能够对各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影响力进行一

定程度的评估，进而能够推断出其思政育人效果存在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在每年寒暑假期间总体推文量偏低，11、12 月和 5、6

月份总体推文量偏高，因 5、6 月份及 11、12 月份高校校园文化

生活开展的最为丰富时期，所以该推文现象符合高校的工作规律，

此项数据表明，推文时间对推文传播影响较大。

图 1　舟山地区 4 所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每月推文量

（二）推文类别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4 所院校的共青团微信公众号非主流主题

类、报道类推文量最多（见图 2），公众号中还存在着一定通知类，

由图中可见主流意识类推文的数量并不高，由此可见此类推文在

学生中接受度和认同度不高，引不起大学生兴趣。

图 2　舟山地区 4 所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不同类型推文数量情况

（三）阅读情况分析

4 所高校学生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别的推文的兴趣有所不同，

以至于阅读量也不同，从图 3、4、5、6 中可见，主流意识形式教

育类和文化类影响较弱，4 所高校来看，普遍阅读量不高，并低

于非主流主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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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浙海青年不同类型推文阅读量情况

图 4　东科青年不同类型推文阅读量情况

图 5　海韵新青年不同类型推文阅读量情况

图 6　旅健新青年不同类型推文阅读量情况

（四）高质量推文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各公众号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推文，发现高阅读

量的推文出现在投票类、重大事件、高质量原创类、校园模范及

表彰类，该种情况说明优质和个性化的推文在学生中影响力最大。

如在“浙海青年”公众号的推文中《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

但四个月没回学校，你需要这份最新版校园地图和速成岛民攻

略！》阅读量排在推文前十，其他均是投票和校园模范及表彰类

的推文。

再如“东科青年”中《好好道个别吧，和那些猫，和这个海

风吹过的岛》推文中阅读量达到了 6758，位居阅读量榜首。

在“海韵新青年”中《嘿！你的 2017~2019 我都知道描述了》

和《海韵新青年拍了拍了你，从 A~Z 回忆青春》凭借着时尚化的

标题得到了最高的阅读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高质量原创类、校园模范及表彰类传播

影响甚广，充分显示显示出了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

三、结论与对策

（一）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微信公众号传播力

采用优秀师生或榜样力量事迹激励读者或开设心灵专刊板块，

打造亲民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研究数据显示，通知类、自我

宣传、转载类的推文接受和认同度不高，引不起大学生的兴趣，

有传统媒体相同的角色，是官网宣传阵地的转移，建议取消此类

板块。

研究显示非主流类推文备受欢迎，建议在非主流类推文中适

当植入思政教育内容。此外，构建校、院、班三级联动平台，形

成联动效应可增大阅读覆盖面，打造多维度、全方位的网络育人

空间。

（二）建设运营团队，提高微信公众号影响力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舟山地区 4 所高校的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传

播力还是处于偏低水平，发展不均匀，可能与管理水平有关。因此，

高校急需打造一支高效、的运营团队，定期培训业务水平，强化

考核，制定奖励机制，微信公众号制定良好的推送计划，定期规

划好推文类别占比，充分构思吸粉推文，深入调研掉粉推文的原因。

增强公众号的好感度，力争实现高校学生对共青团公众号的认同

感、归属感。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搭建高质量的思政育人体系。

（三）优化推文内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根据大学生阅读习惯带有碎片化、扁平化的特点，推文中增

加社会热点、焦点等问题的设计，同时还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中国文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宏大议题进行设计，充分利用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的

特点，利用典型事迹汇编展示。

此外，时尚的口吻能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选择符合流行

文化特点，以自由和开放的网络化、时代化话语体系替代传统话

语体系。在丰富推送形式上，打造趣味性的文字和标题，增加原

创推文数量，使公众号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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