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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了在网络时代当中要运用好网

络，做好舆论方面的引导工作，因此，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者也应该及时的进行创新，改变教育的方式和措施，针对

当前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及时的进行分

析，采取解决的措施，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巩固

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1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的现实需求

1.1创新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当前网络在快速的发展，网络研发技术也在不断地进行更

新，在人民的生活当中，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事物，

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网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据

了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在我国进行调查的网络使用情况当中，

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7.72 亿，而大学

生在我国网民规模当中的占比达到了11.2%，这些数据都已经显

示出了网络对于大学生的生活影响非常的重大，不仅仅影响着学

生日常的交往，也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方式。因此，在对大学生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视网络的作用，网络

能够向学生传达更多更加纷杂的信息，如果不注意网络对于学生

所产生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无法产生任何

的效果。

在当前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不断的出现，网络文化盛行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可以对这些文化进行积

极的利用，比如说在开展相关政治教育的课程的时候，可以运用

当下比较流行的图片，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视频，吸引大学生的注

意力，让大学生参与到教育课程当中，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方面

知识的讲解，在这一基础上，还可以对大学生开展一些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相关活动。这种与时俱进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教育

的质量和水平，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只有文

字和声音的教育，而是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知

识传播。但是在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开展的情况和上文中

提到的教育情况则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的学生在进行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的时候，都只是呈现出忽视的态度，在这种状况当

中，只关注自己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是教师的一个重要缺点，也

正是由于这一缺点，使得教师的教育质量不断的下降，根本无法

达到理想的状态和水平，他们严重的忽视了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大学生对于课程的关注程度以及大学生的认同感，使得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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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教育和相关的知识无法产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传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方式具有严重的刻板性，并且和现代网络的发展之间

有着较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反差过大，所以传统的思想政治的教

育方式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已经

丧失了原先具有的魅力，具体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呈现出来的态度非常的冷漠，没有较多的关注，他们对

这些知识内容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如果大

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仍然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

让学生开展学习活动，那么他们肯定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些教

师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水平也会不断的下降，大学生很难对

此有较高的关注，使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起到是事倍功半

的负面相应和不良的效果，因此，创新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在当前已经呈现出刻不容缓的状况。

1.2维护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因此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非常

的重要，网络世界非常的复杂，里边掺杂的信息也比较混乱，特

别是一些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得大学生的思想面临着

被侵害的危险，比如说在价值信息的输出方面，一些国家通过一

些文章，电影，电视或者是游戏等形式输送资本主义普世的价值

观，以及个人的英雄主义价值观等等，这和我国所倡导的价值观

具有较大的差别，甚至两者之间还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因此，西

方的一些价值文化对我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电视，电影和游戏等通过各种社交网站直

接或者间接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不断地向大学

生进行宣传，使得大学生沉迷其中，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受

到了打击，大学生本身心理就不是非常的成熟，并没有较大的心

理承受能力，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一些简单的文

化输出内容就会使得大学生的思维方法和他们的价值观念，价值

标准产生改变。除此以外，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成为一些

心怀不轨的人的武器，他们利用这一言论，特别是在大学生或者

是年轻人为主的一些圈子里面，形成了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团体，

经常发布一些所谓的党内的秘密新闻，以及社会主义的缺陷等等

的这些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留言。针对这些内容，大学生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及时地提高预防的意识，积极的宣传我国的

思想价值观念，以及我国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的占

领网络领域的阵地，也就是说，一定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



    3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形态进行维护，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安全。

2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

2.1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创新不足。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一般情况下，在专业知识上都有

较大的优势，他们接受了长期的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并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态

度，使得他们的教育水平受到严重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在日

常的教育课程和教育活动当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以管理者和权威者

的身份自居，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引导的时候，不习惯倾听大

学生的意见，倾听大学生的话语，也不尊重大学生，在教育的

时候非常喜欢利用专业化的语言，对大学生进行引导，但是大

学生并不认同他们的一些言论，这就会使得双向流动的轨道变成

了教育者的单向流动，轨道大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发表言论

的权利被剥夺，他们的主动权利也被教育者严重的打击。在马

克思的唯物主义论当中，有一个内容是非常正确的，那就是世

界是运动发展的的，但是一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虽然对马

克思主义有着较多的了解，但是他们在教育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一

点，因为自己缺乏对网络话语进行驾驭的能力，所以就不和时

代的发展进行接轨，一味的沉浸在自己的教育方式当中，去选

择活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停止前进的步伐，而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教师失去教育的水平和教育的能力，对大学生的了解不断的

减少，也无法及时的给予大学生正确的引导。

2.2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引导不足。

由于大学生在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时候进行教育的

人员对于大学生的了解不足，对于一些网络流行用语也不是非常

的了解，所以说他们非常容易对大学生形成错误的引导，使得

大学生在使用网络话语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在网络当中

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比如说大学生在网络中发泄着自己

一直以来在现实生活当中遭受的严重的压力，以及自己被压抑的

情感等等，谩骂无辜的路人，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宣泄，甚至是一

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虚假的新闻，这些

甚至涉及到了违法犯罪的范围当中去。

3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对策。

3.1 创新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大学生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参与

到教育课程当中去，认真倾听教育者的知识讲解，而大学生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也需要及时的进行创新，不断地改变教育的方

式，在传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当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工作者处于引导的地位和主体地位，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学生接

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在其中大学生只是处于客体的地位，

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也无法向老师告知自己的意见，但

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和进步，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使得当前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教师从原来的主体地

位转变成为了客体的地位，而学生从原来的课题地位转变成为了

主体的地位，大学生不再是成为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是成

为了自觉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者也不应该在以专

业人员和权威者自居，不能够一味地对学生进行输出，而不倾

听学生的意见，现阶段大学生和教师彼此之间应该平等的进行交

流，只有平等的交流，彼此的意见才能够更好的开展接下来的

教育，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积极的和教育者进行沟通，实现接受

教育和对自我进行教育，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例如教育者可

以通过一些社交软件，比如说微博，微信，QQ 等新型的校园网

络文化，反映出学校的精神，使得大学生能够在这些文化的吸

引下，主动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3.2 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用语。

让大学生正确的使用网络用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大学

生不能够因为网络世界具有一定的屏蔽性，就在网络世界当中，

肆意的谩骂他人，发泄自己的情绪，教育者需要不断的学习一些

网络文化，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对大学生产生一个正确的引导，

让他们正确的使用网络话语。首先，要对大学生彼此之间不同的

特点进行了解，尊重大学生的选择和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只有这

样才能够提高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影响能力。除此

以外，教育者还需要及时的参与到大学生的网络话语权活动当中

去，及时的了解到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才能够对大学生错误

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引导和批评。

4  结束语

网络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教育者不能够

固步自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而是需要及时地走出舒

适区，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和实际情况，积极的改变自己的教育

方式，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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