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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因素模型及对策 

宣王威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浙江诸暨  311800） 

摘  要：本次研究优化并创新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体系，打破传统高校思政教育侧重于高校内部的局限性，并通过对新媒体时

代下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提出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影响因素模型的建设对策。以此推动教育载体的纵深发展，

扩大思政教育理论体系。从而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水平，真正发挥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影响作用，更好实现新媒体、

互联网、高校思政教育的充分融合，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深层次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影响因素模型 

 

引言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发生巨大改变，其中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

导向因素等方面，具体是指教育主体的话语引导。新媒体环境

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影响因素模型的建设需要从强化教育

主体的话语引导等方面出发，充分发挥教育工作者作为教育主

体的话语引导作用。 

一、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意义 

其中主要从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在长期研究和

实践中发现，当前社会发展下的新媒体是促进思政教育工作质

量和水平提升的可行路径，新媒体和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融

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也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发展和改革的

重要趋势。然而通过对有关案例的分析发现，虽然现代高校大

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正与新媒体展开积极合作、融合，试图通过

新媒体打造一个具有灵活性模式、丰富性内容、将学生当作主

导的思政教育平台，促进思政教育的全覆盖。但是在具体工作

开展中，由于相关教育工作者未能足够了解新媒体，所以使得

新媒体环境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消极因素给大学生带来了诸多

负面影响，并引发出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就使得思政教育工

作和新媒体的融合应用效果不佳，不能更好呈现出二者融合到

最大化效果，所以目前的相关应用方式需要得到优化与改善。

另一方面，通过一些论证发现，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在新媒体

环境下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部分教师在教育工作开展中仍

运用传统教育方法，未能积极使用新媒体环境下的平台、技术

开展教育工作。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得思政教育功能能效不

断下降，也很容易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思想与心理负担，不利于

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造成思想工作难度日渐增加。所以，如

何通过完善的方法与对策促进新媒体和思政教育工作有机融

合，是目前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需要思考和关注的重点，而这

也是当下进行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研究意义。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 

（一）导向因素：教育主体的话语引导 

一方面，新媒体信息具有海量性特点，可以为大学生实时

接收信息资源带来很大便利。但是因为高校大学生尚未形成相

对成熟的价值取向体系，加上新媒体信息接收能力十分有限，

所以很容易受到新媒体世界中消极、错误信息的影响。所以，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教育主体作为导向

要素，充分引领和指导大学生有效接受新媒体信息。并且基于

新媒体环境的思政教育主体指导作用尤为突出，教育主体的话

语引导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学习和实践效果。

另一方面，思政教育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需要形成一定的媒介

化与能力。但通过部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新媒体平台使用

方面，还存在话语引导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并且有一些学生

认为自己在和思政教师进行新媒体话语沟通时存在很大的距离

感，也有的学生认为思政教育工作者所表达的话语深度不够。

如此，就使得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说服力和引导力降低，对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开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保障因素：教育内容的持续创新 

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媒体具有流变性特点，这就在很大程

度上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内容的稳固性带来巨大挑战。大学

生可以在开放的新媒体网络平台空间中获取更广阔的政治视

野，了解更多丰富的知识范畴。并且当前部分思政教育工作者

未能有效把握大学生的新特征，加强思政教育工作内容的持续

创新，还是沿用传统相对滞后的思政教育工作内容。如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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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目前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成为枯燥的说教，缺少教育内

容方面的创新性和吸引力。并且还有不少思政教育工作者未能

适时地对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进行调整，主动挖掘新媒体环境

下的相关教育内容和资源，让相关内容和资源更好地为大学生

服务，使学生精神需求得以满足。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大学生

思政教育工作内容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最终影响实际的教育工

作效果。 

（三）支持因素：教育环境的有效构建 

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需要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作为支撑，尤

其是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工作来说，高校需要针对大学生

思政教育工作实际情况，有效构建教育环境。换言之，就是加

强监管机制的有效构建，并打造更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监管机

制就是动态监管新媒体环境中的学生社交活动，第一时间掌握

网络舆情。尤其是在出现大学生网络无序社交时，就需要通过

监管机制做到线上引导，线下教育，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和新媒

体资源的充分融合，真正将正能量的信息融入新媒体环境中。

但当前不少学校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仍存在未能有效构建教

育环境的情况，这就导致学校和教师难以做到对新媒体环境中

相关社交活动的动态监管，及时掌握相关网络舆情。并且部分

学校也未能积极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通过具有活力的校园

文化，将新媒体活力激发出来，真正达到趋利避害。显然，这

些也是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又一因素。 

三、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影响因素模型的建设对

策 

（一）强化教育主体的话语引导 

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发挥自己作为导向要素的优势作

用，合理引领和指导大学生接收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同时，

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主动提升自己在新媒体下的导向能力。尤

其是媒介话语能力，有效运用更适合的思政话语表达方式，提

升教育说服力与引导力，进而确保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工

作合理开展。而且在教育主体的话语引导中，相关教育主体需

要对新媒体中的社会潮流文化和时代前沿信息进行探寻，及时

了解和掌握网络流行话语，并将其带到教育工作中。从而在提

升媒介素养和网络话语能力的同时，更好地与学生话语体系同

频。如此，才可以将教育主体的话语引导作用体现出来，并不

断地抢占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制高点。 

（二）促进教育内容的持续创新 

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通过新媒体开放的网络平

台空间，为学生搜索和整理良好的思政教育工作内容、资源，

进而使学生通过思政教育工作拓展政治视野、知识范畴。与此

同时，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有效了解和把握现代大学生的新特征，

适当摒弃传统的教育工作内容，提高教育工作内容的创新性和

吸引力。在具体工作开展中，教育者可以结合新媒体的实际发

展情况对教育资源进行实时调整。还要通过新媒介，加强思政

教育内容的更新和优化。并且选择更贴近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

活的教育内容，进而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服务。同时，也需要在

教育工作中适当纳入网络中的新思想、新观点等。从而使教育

内容更具针对性、创新性，使教育资源体系更为完善，促进教

育内容的与时俱进。 

（三）实现教育环境的有效构建 

新媒体背景下，支持因素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带来很大

影响，该因素主要是指教育环境的有效构建。在新媒体背景下，

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需要从实现教育环境的有效构建角度出

发，推动教育工作影响因素模型的有效建设。总的来说，新媒

体环境下，学校需要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打造监管机制，动

态监管新媒体环境中的社交活动，及时抓住和掌握网络舆情。

在学生出现网络无序社交时，对学生进行线上引导和线下教育，

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和新媒体资源融合。并且学校也需要为教

育工作的开展打造富有活力的校园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将新媒

体活力激发出来，更好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可以在校园文化

中渗透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也可以将正能量的文化渗透到新媒

体环境中。 

结语 

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新媒

体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带来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在基于新

媒体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影响因素模型建设中，需要强化教

育主体的话语引导、促进教育内容的持续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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