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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教育部第43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
设规定》中，将“网络思政教育”列为辅导员的九个主要工
作职责之一；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创新网络思政；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指出：“加强网络
育人，提升校园新媒体网络平台的服务力、吸引力和粘合度，
发挥新媒体平台对高校思政工作的促进作用。”在此背景下，
网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已势在必行。

“云思政”由网络思政发展而来，是根据受教育者的网络
动态情况，通过云计算进行大数据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
教育者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特征，为教育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分
析数据的一种新型智能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云思政”
是新冠疫情期间兴起的，部分高校尝试探索“云思政”工作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云思政”不仅是疫情期间思政
工作的短暂代替方案，更是未来的思政工作良方。

1  新媒体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1新媒体的特点
数字化的传播方式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显著的特

点。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化过程，将所有的文本缩减成二进制元
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的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科技进步
使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为新媒体平台的个性化服务提供了很大
的技术支撑，可以融文字、音频、动画等为一体，形式多样，同
时可将数字化管理与教育相结合。

1.2新媒体对高校学生的影响
随着5G的普及，新媒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推动社会意

识形态和塑造新的主流文化形态。当下的大学生多以“95后”和
“00后”为主，人人爱上网，时时在上网，借助微博、抖音和微信
等新媒体平台，获取多种多样的信息。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新媒
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不足
2.1缺乏创新意识
在主观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工作呈现多元化、

信息化的特点。但是很多辅导员对网络思政的阵地研究，主要是
围绕微信、QQ、微博等时效性社交媒体，仅仅起到了接收消息、发
布通知和传递文件的作用，因循守旧，并未充分利用它们在思政
工作中发挥真正的作用。辅导员不愿意跳出自己工作方式的舒适
圈去创新思政工作模式，削弱了网络思政工作的实效性和引导性，
也使得网络思政与线下传统思政没有根本的区别，呈现不出网络
思政教育的特点与优势。

2.2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当努力

成为学生成长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但在实际中，很多辅导员
没有多种渠道去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生活状态，在班级管理中
独断专行，仅凭自己的经验做出决策，没有用心融入到学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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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倾听学生的诉求和他们中流行的网络用语，与学生的距离
越来越大，学生也逐渐丧失了教育中主体性地位，导致不能正确
地指引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思政教育的作用没有完全
发挥出来。

3  新媒体时代下辅导员工作的优化策略
高校辅导员需要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率先引领舆论趋势，夯实

思想基础，占领思想高地，将先进的、积极的思政文化传递给
学生。

3.1创新工作方式
高校辅导员应打破传统思路，积极关注中国大学MOOC、超

星泛雅等平台，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据统计，中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
第一，上线慕课数量超过3 万多门，学习人数达到5 亿多人次。
在新冠疫情期间，慕课平台就很好的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
辅助很多学校“停课不停学”。因此，辅导员应树立终身学习
观，时时刻刻进行“充电”，提高理论素养，创新工作方式。

3 . 2 借助新媒体，开展“云”思政
高校辅导员应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对新媒体、新平台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把传统的线下育人与
网络育人的“云”阵地相结合，用实用活网络“云”阵地。近年
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迅速发展，到2020年底，短视频行
业月活跃用户已近9亿，月人均使用时长达到42小时。由此可见，
辅导员可以提升对短视频平台的重视度，将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扩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辐
射范围，尽最大可能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4  结语
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应当革新工作理念，提升网

络素养和自身综合素质，唱响网络主旋律，牢牢掌握网络思政的
主导权、控制权，抓住学生的心理需要，提高参与度，构建明确
的政治方向，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实现网络思政功效的全释
放，增强网络思政育人的成效。同时，高校也要完善相关制度建
设，优化网络思政工作氛围，构建线上线下思政教育全员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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