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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闻竹（2015）指出，新媒体技术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高校要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的功能，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构建

新媒体文化平台，提升大学生对于新媒体的感知和体验，加强

新媒体上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监管[1]。李岩、沈向光（2015）指

出，高校要充分应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高校

微博创新学生工作，为学生提供积极的舆论导向，为学生提供

心理、学习、生活、就业、交友等方面的服务，及时了解学

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进行交流[2]。张扬、张蕊（2018）指出，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要运用微信、微博、QQ、电子邮件等扩大与

学生的思想交流渠道，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3]。周月娥（2015）

指出，高校要运用新媒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同进行传播，通

过新媒体的内容制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吸引更多

的大学生参与其中[4]。已有的文献主要研究新媒体对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为本文研究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

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对策提供了参考思路。

1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构建的价值

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形态主要包括：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日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通

过这些基本形态来帮助民办高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点、养

成正确的思想方式、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个性。民办高校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宣传思想教育，实现理念灌输、行

为塑造、内化与外化相连接[5]。因此，进入全媒体时代，民办

高校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技术和平台，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帮

助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习惯、品德协同

发展发展。

2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

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结合新媒体技术开展网络化思想政治教

育，利用新媒体技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课程资源，搭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交流社区等，基于微信

公众平台建立党建、团建订阅号，基于微信、QQ建立互动群等，

但是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然存在不少

问题：

2.1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平台的影响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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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立，以西安培华

学院为例，全校范围内建立了培华学工在线、培华党旗红、培华

青年等公众号，二级学院也有建立院级公众号，各个班级建立班

级公众号，但是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于这些公众号的关注度、参与

度较低，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平台在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影响

力较低。

2.2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资源较少

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平台和载体建设，但是所建设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资源比

较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化资源、案例化资源、体验型活

动资源比较少，大都是一些新闻资讯类，学生对于这些资讯的兴

趣点较低，学生的参与感也不强。

3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存在

的问题的原因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投

入不足，民办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资源建设缺乏长效的

规划和机制，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较

低，难以打造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

3.1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投入不足

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应用微博、微

信等自媒体平台，开发和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比较少，

主要原因在于民办高校对于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投入

不足。

3.2民办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资源建设缺乏长效的

规划和机制

全媒体时代的民办高校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资源

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缺乏建立长效的机制，难以保障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工作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没有设计

相关的激励机制，鼓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思路，注重建设网

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

3.3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较低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效地

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和媒体资源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民

办高校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对于

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媒体内容制作缺乏专业性，民办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媒体素养较低，难以打造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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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构建对策

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网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

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民办高校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微

平台，丰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转化学生的身份定位

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

4.1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平台

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要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建立有影

响力、信誉度高、效价不错的思想政治课程，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红色文化素材、先进人物故事、身边的正能量等，设置

“两学一做”的思想学习专栏，鼓励学生参与“讲先进故

事”、“传播正能量”的一些活动中来，在线上举行一些有奖

竞猜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4.2丰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

民办高校要充分利用全媒体，建立线上+线下的学习载体和

平台，通过网络延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立信息内容丰富的

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不断丰富网络学习资源，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分成不同的模块，将不同的模块建设网络化资源，主要包括视

听资源、课件资源、知识测试、理论竞赛、主题论坛等，推

进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上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4.3转化学生的身份定位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

可能是信息的生产者[7]。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需要充分利用全媒体的分众化特点，创造一定的条件，将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理论宣讲主体转变成学生，让学生发挥

主体性地位，转化身份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与民办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同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4.4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媒体素养要提升[8]。

当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媒介素养水平比较低，对

各类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有待提升，对于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建设能力不足，因此，民办高校要构建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就需要注重相关工作人员的媒体素养提升，提高民办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网络化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5  结论

总而言之，全媒体时代不仅给民办高校大学生在学习方面、

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给

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因

此，民办高校要充分应用全媒体技术，不断丰富和共享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渠道，构建

全面的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闻竹.新媒体、全媒体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及其对策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000(003):81-82.

[2]李岩,沈向光.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

其对策研究[J].才智,2015(13):204-205.

[3]张扬,张蕊.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

策研究[J].中国高新区,2018, 000(009):81-81.

[4]周月娥.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5:8-9.

[5]周新虎,许浩.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

对策研究[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8,000(002):46-48.

[6]王森.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S3):120-122.

[7]刘丽华.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民办高校公关信息传播的思考

[J].科教文汇,2016,No.347(04):121-122.

[8]刘森.媒介素养教育: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领域[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7(003):

116-120.

作者简介：

潘潇（1993—），女，汉族，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

任职于西安培华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学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