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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疫情爆发以来，校园新媒体作为媒介生存时代培育全面发展

大学生的催化剂，演化出新特征：育人形态大幅度调整，育人

资源整合化，育人话语亲近性等，其育人工作也呈现特殊性、

差异化[1]。后疫情时代，研究高校新媒体育人功能和提升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

1　疫情下高校新媒体育人工作实证研究——以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传媒青年”大学生宣传团队为例

1.1概述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青年”大学生宣传团队凝聚青年

力量，整合战“疫”素材，打出抗“疫”宣传组合拳，彰

显青春底色。疫情以来，团队运用专业技能与个人特长以艺战

“疫”，制作千余件战“疫”主题新媒体作品，发布在人民

网、学习强国、中国青年网和教育部大学生在线等平台；发起

线上为战“疫”加油系列倡议活动，积极主动发声，发挥重

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团队用文字记录与分享疫情体悟，线上线

下寻访和宣讲青年战“疫”故事，聚焦城市夜经济，汇编了

14万字的《青年战“疫”录》。被评为2020年浙江省暑期社会实

践风采大赛百强团队、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浙

江省新闻扶持计划运营创新奖等。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团队

继续以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等为载体，发挥新媒体传递信息、引

导话题、安抚人心等作用，强化育人功能。

1.2育人工作成效

1.2.1围绕疫情防控中心，高站位有效引导舆论。

依托微信订阅号和抖音号，“传媒青年”团队引导同学们通过

新媒体平台辨析舆论、主动发声，做到了普“疫”姿态有亮度、“疫”

论引导有态度。譬如：基于疫情初期公众对防疫认知不足，团队

用漫画生动地诠释了“48字防疫守则”；针对高校学生返校舆情，

团队从一名普通学生的视角出发制作了“不要提前返校”系列涂

鸦，在校内外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1.2.2千余件新媒体作品，不断锤炼专业技能。

87期战“疫”主题原创内容推文，累计近38000次图文浏览

量，845张手绘及电子海报，62段音频，35个短视频等。“传媒青

年”团队自疫情以来已制作千余件新媒体作品，在进一步传递正

能量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2020年3月7日，团队以

“一个女生的日记”为切入点，采用手账的形式展现了自己在疫情

下的思考以及这个特殊的寒假生活，阅读量达19.1万次。7月中

旬，团队成员创作的疫情系列核心价值观海报应用于校园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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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宣传栏等地，也被发布于中国青年网等线上平台。团队多

次制作“积极响应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主题新媒体作品，带动

了学校上千名学生主动发声、自觉接种。

1.2.3不断强化校地合作，充分发挥育人合力。

疫情期间，团队与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宁波团市委、宁

波晚报小记者等多次合作开展线上活动，为战“疫”凝聚青年力

量。与宁波交警联合发起“公安交警防控疫情”和“为意大利战

‘疫’加油”主题新媒体作品征集活动，校内外上百名学生参与其

中。响应宁波团市委号召，策划“致敬防疫志愿者”系列倡议活

动，引领青年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开学前夕，团队成员与宁波

晚报小记者们一起设计出关于复学后儿童防疫知识宣传的创意作

品并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

1.2.4十四万字事迹体悟，战“疫”精神深入人心。

依托“传媒青年”大学生宣传团队，6月底，组建读懂中国

之战“疫”青年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用文字记录疫情体悟，线

上线下开展战“疫”故事寻访与宣讲，让生动鲜活的事迹进基层、

入人心，汇编了14万字的《青年战“疫”录》。湖北荆州医院医

生、瑞安人民医院护士、洞头新闻记者、东阳交警大队警官，还

有夜市地摊摊主、武汉淘宝店主等，他们的战“疫”事迹与体悟

已成为新媒体宣传生动的素材。

1.3育人路径分析

1.3.1发挥学生党员先锋引领作用。

“传媒青年”团队始终围绕疫情防控中心，把握政治方向，树

牢担当意识。团队由64名同学组成，入党积极分子占比62.5%，核

心成员中学生党员有6人，占比达75%，切实体现了党员的先锋引

领作用。团队强化组织管理，筑牢宣传阵地，通过定期组织读报

会、时政沙龙、技能培训等活动，增强同学们的向心力，强化政

治意识。

1.3.2实现思政与专业的充分融合。

思政教师作为团队指导老师负责整体协调与思想引导工作，

设计学与新闻传播相关教师担任技术指导等，这是思政老师、专

业老师与学生实践的密切联系，也是思政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

“传媒青年”团队的同学们大多来自于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广

告学等专业，他们发挥个人所长与专业技能，以艺战“疫”，同时

在采访与宣讲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我，将理论付诸实践之中。

1.3.3与社会资源形成有效联动。

强化与社会资源的有效联动，让学生们拥有更广阔的平台，

使之开阔视野，得到更多的锤炼。“传媒青年”团队积极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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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的好机会，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团队与宁波交警、宁波团市委、亮剑影视公司等合作开展战

“疫”系列活动。团队作为宁波市唯一受邀高校代表走进团中

央进行经验交流；参加全国学校共青团新媒体工作年会；与河

海大学常州校区团委进行深度交流；牵头开设宁波本地高校大学

生新媒体技能培训班等。

1.3.4 及时总结并持续推进品牌创建。

团队完整记录下从创立伊始至现在每一次图文推送的素材与

数据，并按照类别进行存储，总结归纳成《传媒青年运营宝

典》，培养学生们学思践悟的能力。团队一直致力于挖掘自身

特色，打造一系列精品专栏，涵盖大学生所涉及的道德文化、

节日文化、志愿者文化等，在校内外都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等。疫情以来，团队推出青春战“疫”人物专栏、以艺战

“疫”专栏与疫情下的生活缩影专栏等，多次召开主题会议，

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存在的不足，畅谈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2　后疫情时代高校新媒体育人功能定位

所谓后疫情时代，即“疫情过后”的阶段，特指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控从突击式向常态化转变，整个

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回归正常状态的阶段
[ 2 ]。后疫情时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高校新媒

体功能定位应涵盖在以下三方面。

2.1 信息平台：上通下达，强化规则意识

高校新媒体具有精准推送、开放包容和实时互动等优势，

学生可以借此了解到各类信息，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

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进行舆情监控。后疫情时代，社会防疫管

控相对放松，加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心理压力和紧张的精神状

态，大学生易走向狂欢，高校新媒体在保证信息的真实性的前

提下，或倡议号召、或温馨提示、或及时警醒等，能够对大

学生的行为起到约束性作用。

2.2 文化载体：情感共鸣，践行核心价值观

当下，高校新媒体极大的影响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3]。后疫情时代，情感认同成为联系彼此的纽带。高校新

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宣传疫情中的大国担

当以及涌现的好人好事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彰显家国情怀，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2.3 社会窗口：主动发声，引导正确方向

高校新媒体是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也有着舆论监督职责。后疫情时代，学生可以通过UGC、PGC 加

入高校新媒体信息生产过程，传递疫情之中的所思所想、表达

正确观点、输出原创作品等，在锤炼媒介技能的同时，实现从

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实操中

锤炼品格，塑造自我人格。

3　后疫情时代高校新媒体育人提升路径

3.1 因势利导，构筑校园新媒体矩阵

高校新媒体是疫情期间学生获取校内信息的主渠道，各个平

台用户数呈增长趋势。在新兴媒体不断发展与更新的背景下，

因势利导，结合用户习惯大数据分析，构筑由点到面、点面结

合的高校新媒体矩阵，进一步增强与大学生之间的黏性，实现

及时、精准推送，充分发挥其作为网络阵地的示范性、引领性

和辐射度。与此同时，要推动建立高校新媒体矩阵的“自净”

机制，提升公信力，牢牢掌握网络文化建设的话语权，营造天

朗气清的网络舆论环境[4]。

3.2 遵循规律，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受教育渠道多元化，原

有的说教式、灌输式思政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后

疫情时代，信息层出不穷，内容包罗万象，运用新媒体有针对

性、差异化地做好育人工作更强调对大学生思想动态规律的把

握。新媒体育人要从整体、动态、全局的角度去考虑，充分

调研并结合工作实际形成自身特色，避免生搬硬套。高校新媒

体育人不仅要关注与把握大部分学生动态，也要追踪个体学生的

动态轨迹，致力于提升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媒介素养[5]。

3.3 内容为王，丰富文化内涵价值

新媒体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也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传达的

质量和有效性[6]。后疫情时代，高校新媒体要坚持以内容为核

心，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把好质量关，以主

流文化为主旋律，强调价值认同、价值强化、情感消费，挖

掘内涵，创新形式，调动学生参与信息生产、传递等过程的积

极性，建构集体意识。

3 . 4 凝心聚力，助力形成“大思政”格局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每一帧每一幕都彰显着战“疫”精

神，本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的素材。后疫情时代，高

校新媒体仍要坚持用好这些素材，并以“传承与弘扬战‘疫’

精神”为契机，总结梳理，线上线下不断探索与尝试育人新模

式，助力高校统筹多方面力量形成“大思政”格局，更好地

发挥教育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联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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