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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新媒体正在不断崛起，

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网络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高职院校意识形
态安全建设的推动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西
方意识形态正在不断渗透，对青少年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
面对这样的情况，高职院校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

1  网络新媒体对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产生的影响
1.1网络新媒体是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新渠道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新媒体应运而生，作为

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网络新媒体在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丰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渠
道。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通常以会议、文件的形式展开，以
上传下达的形式向高职院校师生进行教育，这样的意识形态安全
建设虽然效率较高，但是整体效果并不理想。高职学生本身学习
基础较为薄弱，思想政治意识方面不够成熟，许多学生对意识形
态安全建设的理解不够深入，不愿意参与到各项活动。在网络新
媒体的帮助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除了线下教育之外，还可以通过线上交流互动来实现意识形态安
全建设的目标，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也更容易被高职
学生接受。

1.2不良网络信息对高职院校师生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
网络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速度快、范围广，正在逐步成

为学生获取外界信息的基本渠道，网络新媒体本身缺乏管制，碎
片化信息传播的特点，可能对意识形态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对于
高职学生而言，借助网络新媒体，学生可以轻易获取，原本需要
通过教师讲授才能接触到的理论知识，这样一来主流意识形态教
育难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的权威性受到影响。此外，关
于意识形态的负面信息在网络新媒体中不受控制，不断影响着高
职院校师生的网络生活，导致部分师生逐渐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
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导致信仰缺失，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明
显不足。

2   网络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有效
策略

2.1优化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队伍结构
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主体主要是党员干部队伍，辅导

员队伍及思想政治专业教师队伍，想要有效落实意识形态安全建
设工作，就必须注重三者的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具体来看，
党员干部和辅导员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在队伍建设过程中，
必须依据培训计划组织丰富的培训活动，重点关注网络新媒体背
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动向，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激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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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推动学生意识形态的科学发
展。此外，思想政治专业教师是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者，高职
院校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办法，推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独
立广大思想政治专业教师，学习网络新媒体教学方式，推动思
想政治教学质量的提升。

2.2借助网络新媒体搭建意识形态教育平台
网络新媒体通常带有较强的社交属性，为了推动高职院校意

识形态安全建设，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为学生搭建意识形态教育
平台，通过教育的形式帮助学生强化意识形态。辅导员和思政教
师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创建微信群组，以此作为日常交流和沟通的
平台，当学生出现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向辅导员和教
师寻求帮助，有效强化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思政专业教师可
以借助平台，学生推送意识形态相关的教育内容，除了学校的各
项文件之外，还可以在内容方面做出创新与尝试，尽量选择图文
并茂的素材作为一型的教育资源，从而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强
化意识形态教育效果。除了班级层面的互动平台之外，高职院校
也应利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各种网络平台用于
意识形态教育，定期展示学校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取得的效果，
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是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渠

道，同时也要避免不良网络信息对高校师生意识形态产生的负面
影响，科学地利用网络新媒体优化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在组
织相关工作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队伍结构的优化，借
助网络新媒体搭建意识形态教育平台，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规范
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唯有如此，发挥网络新媒体的育人价值，
才能实现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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