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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作创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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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科学开展，结合网络新媒体环境的特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和工作创新路径进行探究。分析了网络新媒体背景下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网络亚文化导致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难度增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中发声权威性的影响、大学生法制观念意识被侵蚀削弱。在此基础上，

尝试提出了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创新工作思路，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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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加速了媒体环境的变革，新媒体快速
兴起，并吸引了大量受众的关注，大学生更是其中的主力军。
海量的信息环境下，大学生接触到更加丰富新鲜的信息资源，
和更加灵活方便的媒体体验，同时网络新媒体由于缺少严格的
把关，信息鱼龙混杂、好坏不一，加之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容
易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也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这样的网络背景下，积极探
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就成为各高校的
重要工作之一。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网络新媒体背景下所
面临的挑战

1.1  网络新媒体浩瀚的资源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
生的吸引力

网络新媒体兴起后，快速吸引了大量受众的青睐，其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新媒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特别是大数据
技术的运用，各类信息根据人们的喜爱程度和热度源源不断推
送给个人，大量资讯涌入使用者眼帘，使人目不暇接。相较于
传统媒体环境而言，在网络新媒体下爆炸式的资讯更加容易使
大学生目不暇接容易上瘾。然而，由于大学生对不良信息缺乏
免疫力，致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增大。相较于新鲜、
刺激、吸引眼球的资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就显
得有些枯燥乏味，很难对大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些就会
导致一些大学生在思想政治课上时出现玩手机、看电视剧、聊
微信、浏览娱乐新闻等行为比比皆是。相较而言，课堂之外的
思想政治教育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更缺乏吸引力，在参与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上的主动性较差，大学生较少通过媒体主动关注或
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信息，对于教师提供的素材以及相关学
习任务和组织的活动，大多存在应付了事的情形，这些都制约
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2  网络新媒体中的亚文化加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难度

网络新媒体海量的信息资源中，不仅有优秀健康的信息内
容，也包含很多消极不良的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内容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在新媒体环境中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
大学时期是价值观趋于稳定的重要阶段，所以更需要大学生对
于新媒体信息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到网络上
传播的不良信息的诱导，出现享乐主义、物欲主义、自由主义、
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抑或沉迷于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低
俗化信息中，失去理想信念意识，不思进取。有些学生甚至在
网络上公开发表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声音；有些学生崇尚国
外生活，甚至在思想上否定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为了媚外攻击
祖国的言论。以上的种种现象都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

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难度，对国家人才的培养、社会的稳定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要建设都是十分不利的。

1.3  新媒体高度自由的表达环境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发
声权威性

自由表达是网络新媒体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新媒体，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参与信息传播。
这也使得新媒体环境中各类不同的声音并存，其中一些更符合
时代潮流的声音，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关注与接受 [1]。相对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身比较枯燥，而且由于大学生经常接触，
容易产生抵触心理，加之高度自由的新媒体表达环境下，发声
权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声的权威性更受到
巨大挑战。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不同声音对拥护者的竞争中，
大学生群体并不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拥护者，相反，由于
一些教师专业化水平不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深入度、
科学性不足，方式方法老旧，不能调动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
思想上的共鸣，也难以产生足够的说服力，增加思想政治教育
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引导的难度。

1.4  网络新媒体的虚拟环境容易削弱大学生道德法制
观念意识

新媒体所依托的网络环境具有突出的虚拟化特点决定了一
些不良言论，以及网络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部分大学生因此
产生网络是法外之地，网络行为可以不受约束的错误认知。我
国网民群规模庞大，这也导致一些大学生怀有法不责众的心理，
认为网络新媒体环境中有不当行为的人较多，自己不会受到惩
罚，这样又会心存侥幸，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在网络新媒体
中放纵自我，随意发表不当言论，跟风传播未经确认的信息，
甚至参与网络暴力，对他人利益乃至人身安全造成危害。长此
以往，必然导致一些大学生在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上有所
削弱，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其不当行为还可能由新媒体虚
拟环境中，延伸到现实当中，给社会造成危害。这对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培养遵纪守法高素质人才的目标相违背，这
也必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构成新挑战。

2、在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策略

2.1  转变思想，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资源与平台丰富的
资源特性，增添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带有趣味性、知识性的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

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挑战于机遇并
存。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的资源和渠
道支持，则可以进一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的创新。
高校可以积极转变思路，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资源和平台，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创新和完善。如，通过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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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丰富的资讯补充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尤其是开发趣味性的
素材。如，思政情景剧，思政小动画，思政条漫，思政微课程等，
还可设计在线有奖答题，趣味游戏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枯燥乏味。同时，在网络新媒
体环境中，开拓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开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微
博、微信公众号，建立交流群、贴吧、论坛等，贴近大学生新
媒体使用习惯，化挑战为机遇，让网络新媒体助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开展 [2]。

2.2  做好网络新媒体不良信息影响分析提前做好学生
思想的引导工作

网络是把双刃剑，高校辅导员和思政教师除了要看到网
络新媒体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对不良信息影响
的预判，加强对新媒体不良信息的重视。当前很多高校辅导
员和思政教师同时也新媒体用户，他们可以通过日常对新媒
体热点话题、热门信息、流行元素的关注，对青年群体网络
行为的观察，以及与学生的充分沟通，及时发现网络新媒体
中的不实、低俗信息，网络谣言，与大学生行为规范不相符
的小范围潮流现象等，分析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在此基
础上，针对性的做出引导，针对谣言，不实信息等，要及时
通过高校新媒体平台公开辟谣，向学生发出提醒，对于新媒
体中出现的不当言论，盲目低俗跟风现象，应摆明利害关系，
及早进行预防性的教育，并及时对相关行为进行纠正，控制
网络新媒体信息的负面影响。

2.3  立足网络新媒体环境特征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的专业性

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环境相比，发声主体更加多元，思
想潮流更加多样，大学生在网络发声也相对于传统媒体环境简
单，同样也缺少权威人员的关键把控。要避免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失声，还必须要立足网络新媒体环境的
特征，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要
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必须的专业知识素养，辅导员和
思政教师必须要专业基础扎实，思想态度端正，政治立场坚定，
才能够不被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不同声音所动摇，这是做好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对媒体信息的
敏锐直觉，对现象及事件的深入分析能力，从新媒体环境的复

杂声音中准确辨识良莠，找准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切入点，根
据大学生现阶段的思想特点快速有效地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据，使思想政治教育所发出的声音，更加坚实，具有权威性，
令大学生心理信服。

2.4  着力加强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道德与法制
的教育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和法治教育也是
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应当把大学生网络道德与法制教育
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学生网络道德教
育，领学《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文明上网自律公约》
等，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融入，以积极正向的思想道
德意识引导大学生，提升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其自觉约
束自身行为 [3]。同时，加强面向大学生的互联网法规普及教育，
注重结合近年来的网络违法行为打击处罚的案例，带领学生更
好的了解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
代价，形成对法律的敬畏意识，提升网络法制素养，依法规范
自身网络新媒体行为，使大学生成长为遵纪守法的优秀高素质
人才。

3、结语

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紧跟时代步
伐，才能始终与社会形势和大学生特点相适应，并满足不同时
代对人才思想政治素养的要求。在网络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要紧密结合、运用网络新媒体环境特
点，深入分析和把握网络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加强工作创新，针对性地采取引导教育措施，促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意识的积极健康发展，使大学生真正成长为品学兼优的优
秀人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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