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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研究

孙圣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从来都是十分激烈。然而，部分高校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并不是十分深入。调研发现

部分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教育方法创新不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没有正确引导学生多元化思想等原

因造成的。文章进而提出了更加重视对外语类大学的学生开展多元思想疏导等六大“更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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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意

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外语类大学网络

意识形态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意义

重大。

1　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突出问题

1.1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创新不足

本世纪初，我国国力尚为薄弱，但是互联网技术创新投

入巨大，高校网络安全基本上有名无实。当今形势下，高

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全面展开，然而，其教育方法存

在问题。

大学生缺乏全维度参与体验导致教学效果较差。5G将互

联网技术与意识形态教育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做到利用全

息投影技术在教室里对战争年代的场景进行重现投影，让

学生得到全维度参与体验。

大量信息先入为主导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兴趣较

低。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信息获取渠道增多，学生往往

主动搜寻信息，他们在接收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前就已经获取

大量其它信息，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不起兴趣。

专项资金不足与责任制度虚位导致对意识形态教育方式

创新重视不够。部分外语类大学在利用5G技术与意识形态

教育结合方面的投入资金少，没有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

1.2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重视不够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难以消除，无法

预防。

没有引导好大学生多元化思想。部分大学生易产生极端

思想及行为。某大学一名学生跳楼自杀，其遗书中透露，

该生是一名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对人性与社会抱有极高的

纯洁性要求。产生了极端思想导致该生最终走向不归路。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没有落实落细。部分高校错

误地将论文等学术成果视为衡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成

效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点应

聚焦于实际教学场景和日常生活实践，而非仅仅依赖于学

术成果的产出。部分外语类大学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与自身

无关。

应对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不足。互联网时代高校出

现突发事件是正常的，但是部分外语类大学不懂得如何科

学应对。某大学在官微上发布为留学生招募学伴后不懂应

对从而造成恶劣影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　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分析

2.1没有科学引导学生多元化思想

（1）部分教师对学生多元化思想状况认知不及时

互联网文化多元性引发学生思想多元化。部分教师对互

联网敏感度、学生多元化思想的现状存在认知滞后造成负

面影响。部分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浏

览西方敌对势力输出的意识形态网络文化，对他们的思想

健康和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

与过去相比，互联网时代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在影响

力上并无显著变化，因此认为无需对现有的意识形态工作

进行创新或调整。

（2）部分教师对学生思想状况的重视不充分

仅有少数教师在课堂上会运用专业知识，定期或偶尔帮

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而另一些教师则认为思想引导

与课堂教学无关，因此难以察觉个别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

布的消极信息等问题。

2.2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方法没有创新

（1）部分教师对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创新态度不积极

部分教师在课堂上未能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剖析社会

热点问题，未能有效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这些教

师对意识形态教学创新积极性不高与他们的待遇不高（与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师待遇差距较大）有必然联系。部分

教师因兼职事务繁重，难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意识形态教

育方法的创新与探索中。

（2）意识形态教育和互联网结合没有做到常态化

意识形态教育停留在PPT正向理论灌输阶段。在新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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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部分高校利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模拟抗疫一线医护

人员和英雄的场景，显著提升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然而，复课后，这类线上教学技术的研发、运营以及后期

维护成本较高，给学校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此外，由

于互联网技术更新迅速，意识形态教育与技术的结合容易

面临过时问题，导致两者实现常态化融合的难度加大。

2.3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日趋复杂

（1）不关心热点事件

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一部分学生经常

关注，另一部分学生偶尔浏览相关内容，还有一部分学生

则对时事热点缺乏兴趣。部分学生对互联网自媒体发布不

实信息受到误导，转而对主流媒体产生质疑。

（2）不了解网络意识形态

许多大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缺乏清晰认知，有的

仅仅听说过这一术语，有的甚至从未接触过。在一些外语

类高校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宣传工作并未真正落实，

仅有少数学生对其有一定了解，而大部分学生对此知之甚

少。此外，相关研究著作和参考资料的匮乏，进一步限制

了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解和认识。

3　确保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3.1更加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1）保持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效果的合理预期

在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时，应保持理性预期，注

重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生搬硬套。要秉

持循序渐进的态度，不急于追求短期成效，始终将工作的

长期质量放在重要位置，不要有“因噎废食”的心态，不

要减少、更不能停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投入。

（2）网络意识形态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并重

教师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引导学生多元思想以及探索意识

形态教育方法的创新上。高质量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的学术成果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开展效果的直接

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心应该回归课堂及学生

多元化思想状况。外语类大学要规划好意识形态教育的开

展方式和推进速度，拒绝“一刀切”，避免跨度过大。

3.2更加重视对大学生多元思想疏导

总书记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

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

务。”高校应主动为部分观念相对滞后的教师提供引导和

支持，助力他们尽快实现思想转变。在招聘青年教师时，

除了评估其科研能力外，还需对其思想政治觉悟进行全面

审查，确保其综合素质符合要求。

3.3更加突出对学生关于时事热点态度的正面引导

学生对时事热点的看法直接影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的稳定性。教师在注重传授正向理论的同时，应加强对学

生多元思想的引导，并适度关注他们的日常思想动态。在

疏导学生思想时，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例如允许学生

通过匿名方式向教师提问。匿名学生的问题和观点仅限本

人和教师查看，教师无法获取学生的个人信息，从而保护

学生隐私并促进开放交流。

3.4更大力度地创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1）教师积极运用意识形态教育新方法

“人人都有麦克风”导致单一使用传统意形态教育方法

难以适应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需求。外语类大学要加大师

资队伍建设年轻化的力度。年轻教师在接受新事物、理解

新事物以及运用新事物方面更具突破性与果敢性。

（2）互联网新技术与意识形态教育常态结合

将互联网技术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教育方法

的创新与常态化发展。为此，需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优

先尝试将成本较低的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意识形态教育中，

以此为两者结合提供切实可行的示范案例，为后续更大范

围的推广奠定基础。

3.5更加着重大学生思想政治的自主学习

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学

生对社会极端言论的看法，并对他们的思想困惑进行全面

调查。通过增加互动式时事讲座和讨论课程的频率，激发

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兴趣，使这些议题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

活。在掌握学生对极端言论的态度和思想困惑的基础上，

成立专门的学生多元思想辅导小组，为他们提供答疑解惑

的支持，帮助他们培养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

3.6更加强调遵守高校网络安全制度

高校网络安全制度对维护意识形态教育安全和舆论环

境稳定至关重要。学生应践行“绿色上网、文明上网、理

性表达”的原则，严格遵守网络安全规定，以客观、审慎

的态度对待时事热点。教师在课堂和日常中应运用专业知

识，合理解读时事热点，帮助学生培养理性分析网络信息

的能力。

总之，外语类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重大。只有正

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找出其中原因，恰如其分地施

策才能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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