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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1. 新闻传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1

当下，各高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实践来实现

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通

过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其在思想上得到洗礼，

并对其进行初步的爱国主义教育。新闻传播的产生与发

展，使得新闻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主体、传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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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

的改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把爱

国主义的主题融入到新闻传媒的融合发展之中，要不断

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把融媒体作为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重要载体。

融合媒介从单一的传统媒介向现代的全方位传播，以音

频、视频、图文、直播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通过声音、

图片、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进行融合，使得受众面更

广、更全面，更好地传递信息 [2]。同时，通过互联网等

多种媒介的优势，开展网上、线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如

“易班”、“学习强国”、“微视频大赛”等，在大学生中，

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润物细无声”功能，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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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加深其爱国情怀。

2. 融媒体是优化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重要渠道

融媒体是整合和优化各种媒体资源的重要手段，将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信息的传递与评估等信息

纳入教育系统。一方面，融合了融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

势，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海量的信息资源为依托，以高

信度、高权威性的信息质量作为后盾，分类、筛选和筛

选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建立起一个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教育基地，能够促进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闻传媒的边界由清晰

变得模糊，为爱国青年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利用大学

生丰富的知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将爱国主义教育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和宣传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挖掘和优化。

3. 融媒体是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内化的有效手段

这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要实现这

一目的，就必须使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在当今

信息爆炸、热点频发的时代，舆论已成为影响思想主流

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媒介融合方面，将传统和新兴媒介

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贴合”社会舆论，成为推进我国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传统媒介权威化、专

业化、新媒介的便捷、多元化的基础上，爱国主义教育

在融媒体的全面覆盖下，没有时间、空间、作者、受众

的限制，加上声音、图片、文字、图像的融合，使传播

方式多元化，传播渠道多元化，将实效性与时效性有机

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氛，增强了大学

生的民族归属感。此外，新闻传播是引导社会舆论的重

要工具，同时也是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思想和实践中

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融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1.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机遇

（1）拓宽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路径

媒体融合使得传播媒介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不

仅增强了新闻媒体的互动性，而且广泛深入地参与到了

宣传活动中，为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辟了新的传

播途径。所以，在融媒体时代，大学生们可以利用各种

电子手段，从网络中获得大量的爱国主义资讯。目前，

我国大部分高校除了依托微信、微博等信息发布平台，

还通过中央、人民网等官方网站、微博等融媒体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这样，由上到下的单一的爱国主义教育逐

渐被多元化、双向互动的融合媒介所取代，使大学生的

爱国主义教育途径得以拓宽 [1]。

（2）提高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现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抓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运用热点人物和事件，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激发民

族情感。借助媒体独特的个性化信息推送和个性化特征，

使大学生能够及时地掌握各种爱国知识。通过微信、QQ

等互联网平台，及时发布各类爱国主义思想，对广大大

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与教育，形成一种轻松、愉悦的氛

围，有利于师生之间的平等沟通，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

效果。此外，在新媒介时代，传统的爱国教育家们也积

极地开展了教学、讲授，使每个学生都自觉地接受了爱

国主义教育，并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体。可以从多

个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运用融媒体的优势，开

展多层次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大学生能够真正地参与到

爱国主义教育中去，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

（3）扩大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影响

新媒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互动性，通过这种媒介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能够迅速受到教育效果的反馈。发

展健康、积极的网络文化，能让新的媒介成为当代大学

生的精神文化新天地。比如，某大学把同学的爱国歌曲

放到网络上，一传出去，就会被其它大学所仿效，从而

激起了大学生的青春和爱国之心。充分发挥新型媒介交

互特性，运用多元的教学方式，利用互动特点对大学生

进行恰当的引导，可以有效地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提高其爱国意识。

2.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

（1）信息无屏障传播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在融媒体时代，信息“无屏障性”的扩散使得大学

校园的封闭性逐步被打破，信息公开的程度也随之提高。

信息的迅速传播，为大学生获取资讯提供了方便，也为

他们了解国内外重大政治、热点事件提供了一个途径。

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处于校园“象牙塔”中的大学生，

面对着大量的、复杂的信息，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思

维和情绪 [4]。大学生在价值观形成阶段，对各类事件的

理性分析与判断能力较弱，其爱国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

情绪也很容易被信息无障碍所左右。

（2）虚拟网络交流挑战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大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的。随着新媒介的

兴起，媒介的不断发展，已经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

将真实与虚拟连接在了一起 [3]。由于虚拟环境与真实环

境的相互影响，使得很多人迷失在新媒介所创造的虚拟

世界中，忽视了真实的社交生活，导致了一系列的心理

问题，如孤僻、冷漠等，逐渐拉开了与真实社会的差距。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可以提高大学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感和归属感，但大学生对网络世界的沉溺、忽视社会的参

与，使得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3）多元化信息导致爱国主义教育环境日益复杂

在融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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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价值观的影响，而在融媒体的广泛传播下，当代社

会的教育环境也随之改变，高校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情

况比较复杂。以往，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多侧重

于课堂教学，而高校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气氛相对单一。

但是，在融合时代来临的今天，这个相对简单的模式却

被打破了。面对新冠肺炎，网络上的各种言论层出不穷，

年轻的学生在关注抗疫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些西方国

家故意诋毁中国的言论，引发了很多大学生的愤慨，他

们通过网络平台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但是，当这些

情绪被不法之徒所利用的时候，往往会引发一些非理性

的行为。

三、融媒体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创新路径探讨

1. 有效整合媒介融合资源，拓宽爱国舆论阵地

在融媒体环境下，媒体界限从明晰到模糊，要确

保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就必须在媒体的多样性中寻找

各种问题。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时代特点，将传媒资源

与融媒体技术相结合，积极拓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新领域和新阵地。第一，开展班级爱国主义教育，利用

多种媒介，营造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丰富学生的

学习生活。比如，第一节课将会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对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现场直播，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到

红色的文化。这既可以使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效果得到

充分发挥，又可以扩大爱国舆论的范围。第二，在网上

和线下进行专题宣传。针对大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

力，灵活地利用网上、线下的交流方式，以新奇、通

俗的形式来宣传爱国主义，例如，为了庆祝 70 岁生日，

大学生们就积极参加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闪存”，

并在微信、微博、青年报、央视等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

宣传。

2. 加强新闻资讯监督，保证新闻资讯的准确性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加强对媒体的监督，

净化新闻舆论环境，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确保

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首先，有关方面要加强对互联网信

息的管理。尤其是对来源的监控，要加强对国家、国旗、

国徽等危害国家、不尊重国家、不尊重国旗、国歌、国

徽等言论和行为，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创造正面的舆

论环境，从源头上净化环境，唱响网络爱国主义主旋律。

其次，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依规、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原则，设立“法律红线”，对一切有损于国家

形象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严厉的打击，在相关法律、法规

中融入爱国主义思想，对确保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例如，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中国政府颁

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公祭法规《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

例》。第三，学校要做好网络环境的清洁工作，对大学生

的各种动向进行全方位的关注，一旦发现对国家不利的

新闻，要立即停止，删除有关言论，禁止不良信息进入

学校。

3. 促进新闻媒体人才队伍素质提升

融媒体时代是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但是，

能否将其优势发挥到最大程度，克服其弊端，关键是要

有一支能够将其运用到最大程度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队伍。同时，这支工作团队不仅限于在课堂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的老师，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是信息交流的

参与者。因此，如何培养一支能够克服“本领恐慌”、运

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专家、学者，是当务之急。

这要求建立一种融合技术，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的队伍，

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5]。同时，要确保爱国主义教育

的有效性，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有关的理论，提高自己

的理论素养，构建科学的、系统的、准确的舆论引导的。

4. 创新爱国语言表达方式，融入学生日常生活

在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和新闻报道的多样化已不

能满足新闻报道的新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的爱国主义教

育话语体系发生变化。例如，“碎片化”的时政新闻、爱

国故事要用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甚至使用网

络流行语进行表述，避免了单调的语言文字。其语言结

构丰富、文体简洁、语气贴近基层、“亲民”的频率高，

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有了接地气、有生气、有感情、有深

度、有温度的特点。同时，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使爱国

主义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

到学生，提高民族认同，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四、结束语

在融媒体网络时代，各高校要充分利用融媒体的优

势把握好时机，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对爱国主义

教育方式、方法进行创新，利用网络引导大学生高举爱

国主义伟大旗帜，树立“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积极

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使他们在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的过程中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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