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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产生的影响 
潘晓青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0） 

 

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了新的媒体形态，简称“新媒体”。

这个网络热词已经遍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给人们的思维方

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大大地波及人类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等。新媒体这个新兴的传媒工具，它

是一把“双刃剑”，其信息的传播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大学

生又深受新媒体的影响，那么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

体做好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成为我们亟需破解的问题。本文先

是探究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影响，进而分

析大学生在新媒体时代出现的问题，最后浅析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

的方法路径，不断创新思政教育工作方式方法，提高思政教育工作

实效性。 

一、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 新媒体的即时性提升育人时效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速

度非常快，学生通过手机、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能够快速获取信息，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固定性和周期性，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广度、

深度和力度上都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基于数字化的新兴传播方式

则打破了传播的时间时空阻隔，即时性使新媒体把第一时间、第一

现场的权力牢牢抓在手中。近年来，各高校积极响应号召，利用网

站、微博、微信、qq、直播等新媒体新技术开展网络思政工作，例

如：辅导员网络工作室、辅导员个人微信公众号、学校视频号等等。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借助新媒体，快速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并

且不受时间和空间地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思政教育的平

台，开拓了思政教育的空间，提升了思政育人时效。在疫情期间，

可以借助新媒体开展疫情防控线上班会、“云招生”、“云答辩”、

“云就业”比比皆是，相比线下，效果显著。 

（二）新媒体的交互性拉近师生距离   

在新兴新媒体环境下，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超强的交

互性，信息的传播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大学生具有网络信息

交流的主导权。 新媒体通过短信、即时通讯、电子邮件、个人网

页和直播等手段，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双向交流平台。新媒体上任

何一条信息都不是孤立的，都对应着一个大型的数据库。学生在与

新媒体交互的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的学生交流。学生不仅是信息的

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借助新

媒体技术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者

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心理动态，通过网络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

离，更容易使大学生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思政工作者更易于开展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思政工作者还可以随时随地从学生的朋友圈、

个人签名、qq 空间中了解到学生日常思想动态，一旦发现异样，可

及时快速处理相关问题，化解矛盾于萌芽。主动掌握与学生交流的

话语权，增强思政教育的时效性。  

（三）新媒体的开放性、多样性拓宽了教育思路    在开放的

网络环境下，每一个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隐匿的，

有着相对的开放性。微信、QQ、微博、网络直播、电商平台等新媒

体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更加轻松和便捷，网络已然成为大学

生最喜欢最常用的的方式。各高校紧密结合专业特色，融合短视频、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形式将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思政工作紧密

结合，用青年学生喜爱的新媒体的形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生

收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反响较好。新媒体思政充分发挥“互联网+

思政”的独特育人功能，改“单一”为“交互”实现与学生的互动，

让大学生成为网络思想文化建设的主体。新媒体思政讲述师生的身

边事，讲述大学生趣味生活，引发学生的共鸣，改变空洞的说教模

式，把深刻理论、抽象思想寄于具体实物、现实生活，让思政教育

能够“润物细无声”，使思想引领工作喜闻乐见、亲切清新，更加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教育活动的吸引力，让

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这种“新媒体+思政”的创新思政模式

也为今后开展思政教育拓宽了思路。 

（四）新媒体的碎片化为育人提供了内在动力  

新媒体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从大学生的

角度出发表现在生活、学习、社交、娱乐等的各个场合，新媒体成

为了学生表达个人意志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成为学生展现能力和个

性的渠道。大学生在日常碎片化时间里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了解学

习更多知识，拓宽学习面和知识面。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已经成为

思政教育工作者独特的优势，通过新媒体可以多角度，多领域，全

方位的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主义信念、诚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等等，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各高校采用“课上+课下”、“线上+线下”、“传统+创新”等多

种融合形式讲思政，推动思政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大学生更

好地了解国情民情，强化责任担当，补足精神上的“钙”。 各大网

络传播平台，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画面、声音、文字、视频、

直播等的交流方式，解决了学生的生活学习中难以花时间静下心来

仔细阅读大量文字的难题，把碎片化思想教育通过生动立体的方式

传送给大学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欲望，让思政教育润

物细无声，让意识形态更加直接和深入地进头脑，充分体现新媒体

新技术的优势。  

二、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问题分析 
（一）新媒体的开放性导致学生思想认识弱化 ，加剧思政教

育环境的复杂性 

新媒体开拓了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新空间，为大学生的成长

成才铺上了肥沃的土壤，但是也将消极思想、功利思想、拜金主义、

盲目崇拜等不良思想传输给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大学生

价值观扭曲，大学生处于初成年阶段，心智及思想尚未完全成熟，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极易受到外界干扰，极易被不良浪潮侵袭，从而

丧失了事物真伪的辨别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不利于大学生

思政教育的环境，对我国的主导价值观念带来强烈的挑战，加剧了

思政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 二) 新媒体的丰富性耗费学生大量时间，增加思政教育难度   

新媒体承载着斗量筲计的海量信息，信息内容包罗万象，新媒体提

供令人目不暇接的图文、声音、视频等信息，在视觉、听觉等感官

上牢牢抓住学生的猎奇心理，已然成为学生消磨时间的方式，占据

着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其陷入自己的虚拟空间而无法自拔。 

手机控、电脑控、抖音控等新现象层出不穷，“搜商”这个热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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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也有人说现在是搜索时代，搜商能让人快速知道结果，

也直接导致部分学生没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专研学习与未来发展上。

遇到不懂的问题直接搜索，从网络上抄袭、照搬照抄相关内容，缺

乏自我思考的能力。  

由于虚拟网络占据学生大量的时间，也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能

力的退化，网络传播信息时，大学生多以网名交流，其言语行为的

真实性难以度量，人际交往的关系较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弱化，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人际交往的障

碍，会弱化大学生对他人的 信任度，不利于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人

际交往能力。 

（三）新媒体的自由性导致舆情监控难度大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来发布信息，

并且传播速度快，参与网民之庞杂，拥有巨大的转发量与传播量，

导致难以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监测与管理。高校缺乏从事舆情检测

的专业人员，具有专业能力与素养的舆情管理人员严重不足，有的

舆情管理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精神，这些都对大学生思政舆情检测

带来了不利影响。加之人工手动查找的传统方式较落后，搜集信息

也不全面，应借助现代智能化的工具进行日常舆情检测。 

三、新媒体思政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方法研究 
（一）以创新为本，拓宽“新媒体+思政”的创新思政模式思

路。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开展思政教育，必需确保方式方

法与时代发展需求相适应，与大学生性格特征相契合，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各种新颖的方式参与学生之间的话题，

用好学生干部队伍，让学生自己发挥创新能力，开展学生喜爱的网

络校园文化活动。 紧密结合专业特色，融合微视频、个人特色微

信公众号、趣味直播间、搞笑表情包等新媒体手段形式将大学生日

常生活与思政工作紧密结合，运用新技术将原本枯燥无味的思政理

论内容用新的形式展现出来。 思政工作者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时，也可积极运用微课堂方式，将思政教育内容细化分解及优化整

合，制作出符合 00 后学生特点的大思政课堂，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其中，了解及关心学校的 发展进程，让教育发挥最优化， 用青年

学生喜爱的新媒体的形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生收到潜移默化

的影响。这种“新媒体+思政”的创新思政模式也为今后开展思政

教育拓宽了思路。 

(二）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思政教育实效。 

新媒体思政充分发挥“互联网+思政”的独特育人功能，改“单

一”为“交互”实现与学生的互动，让大学生成为网络思想文化建

设的主体。学校应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点，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需

求，量身设计学生喜爱又有教育意义的新媒体推送内容，精准服务

学生，提升学生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一是利用重大节庆日为锲机，

通过微信公众号或网络直播方式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重走长征

路主题教育活动等，发扬党的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抗震救

灾精神、 抗疫精神，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这

些伟大精神成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滋养，从而形成爱国爱党爱人民的

良好校园文化氛围。二是从学生群体中的先进人物为重要突破口，

通过新媒体手段讲述身边事、身边人的故事。引发学生的共鸣，改

变空洞的说教模式，把深刻理论、抽象思想寄于具体实物、现实生

活，让思政教育能够“润物细无声”，使思想引领工作喜闻乐见、

亲切清新，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教育活

动的吸引力，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三是依据个人特色，推

出系列栏目，内容涉及就业创业、奖助贷、志愿服务、宿舍管理管

理等，让日常管理工作与新技术结合，让相关制度入脑入心，提升

思政教育实效。 

（三）以实为要，提升思政教育“行”的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如果不

能正视这一点，无疑就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新媒体思政紧密围

绕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把解决学生思想问题与实际困难贯

穿立德树人全过程。要理解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了解当前大学生的思

想状况，牢牢把握当下学生的思想问题与实际困难，做到精准施策，

专栏所关注的问题有重点、有特点，针对不同状况的学生在理想信

念、思想品德、行为养成、心理健康、创业就业等方面产生的问题

做好引领工作，切实解决青年学生的实际困难。引导青年学生将理

论知识付诸于专业实践活动，多学习，多实践，提升思政教育“行”

的实效。对此高校应着力构建网络思政教育阵地，把网络育人口号

落实做细，具体表现在：一是整合资源。统筹学院网站、微信、QQ

群、微博、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成立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室，积极打

造校园主流新媒体品牌，引领青年学生正确的思想和舆论导向，助

力“新媒体+思政”工作入心入脑。二是有针对性地策划。根据青

年学生的性格特征，要建立学生网格化服务平台，让学生通过新媒

体手段及时了解相关政策通知，让学生“少跑腿”，让“一站式”

服务惠及学生。三是善用新手段。思政工作者应借助新媒体手段，

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在线投票、大数据汇总等，定期对学生的思想

动态、人际交往、学习状况、心理动态、生活经济、关注热点等方

面的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掌握学生第一手资料，有效应对校园突

发事件。 

（四）以制为约，构建思政教育舆情评价与监控机制。 

由于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导

致出现较多不良信息传播，对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较大的危

害。那么建立风清气正的“新媒体”环境需要完善的思政 教育监

管制度。 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做好平台大数据分析，包括热点

消息浏览量、点赞量、留言、网络影响力等，同时要掌握热点信息

被关注的时间段、具体平台等，整理好数据进行舆情评价；定期对

网络信息进行监督的 方式，严格从源头把握思政教育工作的质量

关，提升网络中 信息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思政队伍建

设。加大培训力度，强化技术手段，从新媒体平台建设和信息技术

优化入手，丰富网络传播题材、内容和方式，把握重要时间节点，

让正能量信息散布整个校园。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网络观

念，通过新媒体手段丰富学生学习面知识面，培养学生具有辨别网

络信息真伪的能力，成为新时代有素质的“网民”。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用多媒体平台搭建形式多样、生动有趣

的大学生思政工作载体，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活”起来，打造线上特色品牌，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

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

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网络思政

教育工作，切实增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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