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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研究

王 露
（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学办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也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新媒体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更多创新思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本文围绕“新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新媒体背景下新疆少数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通过新媒体的作用和优势，进一步提升新疆少
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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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平台具有很强的“交互

性”。学生可以自主地发表建议，教师与学生有很多互

动。这种互动促进了交流，增进了理解，有利于构建和

谐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新媒体平台具有很强的“平等性”[3]。在

新媒体技术营造的学习氛围中，教师更多的是启发和引

导，学生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地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这种“参与感”的增强，激发了学生的

探究热情和创新热情，有利于构建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课堂。

2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环境方面的问题
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环境因素”是影响

学习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

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有些学生从小接触的生

活环境比较封闭，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局限，无法从

“自我视角”很好地过渡到“社会视角”，不利于学生深

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4]；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些学生从小接触的学习

环境比较落后，比如说，学习资源匮乏、学习工具滞后

等，这些都会阻碍学生融入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氛

围中。而且，有些学生会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学习经

历，产生一些自卑感，造成学习上的“畏手畏脚”“停滞

不前”。

2.2 教育模式方面的问题
教育模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教育理念，

再比如说经济条件。尤其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

“教育模式”落后是很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①在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受到传统的生活

理念、教育理念、宗教理念的影响，有些教师的思维很

保守，采取的教学模式单一，主要是教师讲解、学生

听，学生很难接触到多样化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候还会加剧学生的厌学

情绪 [5]；②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效率更高、平台更多元

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相比较传统媒

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评估

等多方面，推动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尤其对

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来说，新媒体为当地的思

想政治教育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让更多大学生可以接受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

1  新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优势

1.1 有利于信息传播
新媒体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突显在“信息传播”上。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平台可以快速地整合思想政

治教育素材、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便于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新媒体技术可以快速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处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效率 [1]。

而且，新媒体平台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开放性、

共享性等特征，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便于学生利用

碎片化时间进行拓展性学习。

1.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媒体平台强调参与性、创新性，可以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新媒体平台创造了很多“师生共建”的机会，

让学生可以与教师一起讨论、一起交流。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的创新才能可以得到很好地展现，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探索热情、钻研兴趣 [2]；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技术可以呈现更丰富的教

学资源，例如：图文结合、影音结合等，这些教学资源

可以从各个方面冲击学生的感知力，让学生有全新的学

习体验，引起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积极性。

1.3 活跃了学习氛围
相对于传统媒体环境，新媒体环境可以更好地拉近

师生距离，活跃学习氛围。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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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师受到教学资源的局限，没有条件开展成熟的信

息化教学。信息化教学具有很多突出优势，脱离信息化

教学，不利于教师保持教育教学的先进性，也不利于开

阔学生视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2.3 学业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关于

“学业”和“就业”的焦虑会比较明显。一方面，在新疆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些学生由于家庭条

件不是很好，对于就业有很急迫的心理，这种急迫感很

容易慢慢演变成“功利心理”，不利于学生接受正能量的

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造成了一定困难；

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

些学生为了更好地就业，就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专业课

上 [6]，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包含

丰富的内容，缺乏这方面的教育熏陶，不利于学生将来

顺利地就业，这一点需要引起当代大学生的高度重视。

3  新媒体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对策

3.1 借助新媒体的舆论优势  弘扬社会责任感
在新媒体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改善环境方面带来的

问题？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从“自我视角”过渡到“社会视

角”，教师可以借助新媒体的舆论优势，在学校官网、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上，传播关于“社会责任感”的网络舆

论，培育学生的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让学生深入

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另一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学生在学习素养、学习心

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7]。教师要善于通过新媒体平台，打

开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学习工具，提升学生的

学习素养。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

一些线上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

要，在业余时间接受专业化的心理疏导，慢慢从自卑心

理中走出来。

3.2 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教学  丰富现有的教学
模式
针对教育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高校可以从这些方

面去改进：①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教师的教学思维不能停滞不前，要与时俱进。教师可以

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开展“多样化教学”，例如：多

媒体教学、微课教学、慕课教学等，激发学生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学习兴趣；②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综合素养。学校

可以组织一些“新媒体技术研讨会”，提高教师运用新媒

体技术教学的能力。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从信息化学

习精神、信息化创新精神等角度，设置“激励机制”，鼓

励教师通过新媒体技术，创新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给学生带来更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

3.3 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就业辅导  帮助学生平衡
学业和就业的关系
关于“学业”和“就业”方面的问题，一直是新疆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何

平衡“学业”和“就业”的关系？一方面，在新疆少数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

学生，学校要关心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生活需求，给学生

发放符合规定的补助，让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学习。学校还可以联合一些新媒体企业，安排

一些校企合作的实习机会，让学生参与新媒体领域的具

体工作。这样一来，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也增加了学

生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新媒体领域的实习中，学生

可以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视野，有利于树立学生的大局观，

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另一

方面，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不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学校可以从“就业指导”的

角度，在新媒体平台上开设“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渗

透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的深刻内涵，明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关于“新媒体”的认识，要客观、全面。一方面，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但

另一方面，新媒体也会滋生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随

着新媒体平台的增加，抖音、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

有些大学生很容易沉迷于新媒体环境中，消耗大量的时

间去关注娱乐信息，这不仅会浪费大学生的时间，还会

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作为新时期的高校教育工作者，

要合理地运用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平台，为越来越多新

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创造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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