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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与对策研究 
刘伟 1  范雅青 

（内蒙古师范大学  010000） 

摘要：数字化媒体时代，国际多元思想文化的疯狂输出，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防御造成了威胁，也反映新媒体环境

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的重要性，鉴于当前新媒体现状，受民众认知差异影响，如何优化新媒体环境，规避意识形态风险显得尤为

重要。新时代之下，新媒体已然成为人们日益交流、参政议政、各抒己见必不可少的传媒手段，因新媒体具有二重性，在带给人们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意识形态安全的隐患，使得国内外专家学者越来越关注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本文针对我国新媒体背

景下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与挑战，试图探寻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可行性路径，为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顺利进行，

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护罩，塑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环境提供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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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互联网的覆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鉴于互联网

的二重性，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给国家意

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当下，日益普及的网络技术，

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信息传播的手段，但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

的大舞台，是构成我国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的危险因子，因此，结

合当前新媒体发展现状，对我国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信息非

理性传播、碎片式传播、跟风式传播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提供范本。 

（一）信息非理性传播 

信息非理性传播。新时代之下的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从而

新媒体飞速发展，出现了琳琅满目的信息，新媒体作为群众获取时

效信息和表达意愿的舞台，但不是无节制的表达，盲目地“吃瓜”，

大众在网络虚拟世界“吃瓜”的过程中，掺杂诸多复杂的非理性因

素（如情感、直觉、意识等），导致信息非理性传播，酿成不可估

量的后果，甚至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网络舆情的“非理性”传

播，网民通常针对热点问题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开始了“自我审

判”，近日，唐山打架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媒介短时间以内全国人民

知晓，此次次事件通过“打的不仅是人，是雷霆行动的脸”、“必须

严惩不贷”、“互殴？”、 “闪电鞭行动”、“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

“唐山打人事件让我害怕”等正面、负面的百万网民大军的多如牛

毛的网络用语评论可以看出网民的态度大致分为两派，一是中立

派，二是极端派，中立派认为打人者、被打者双方皆有过错；极端

派则偏向打人者或者被打者的其中一方，极端地认为都是打人方的

过错，或者极端地认为被打者的过错。当发生了越过人类理性道德

的事件时，部分网民开始非理性地发动人肉搜索，对当事人的隐私

信息“刨根问底”，并在网络上“爆料”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可

以看出，网民大军在看待这件事掺杂自我情感、自我认知，有的网

民没有调查整个事件的过程加上认知的差异性的影响直接口口相

传，导致信息非理性的传播。现代社会各种信息泛滥，需坚持定力，

杜绝非理性传播。 

（二）信息碎片式传播 

信息碎片式传播。碎片化传播的信息内容是去逻辑化的，广大

群众受碎片式信息的毒害逐渐失去思维能力，新媒体传播中“守墙

人”的缺位使得网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多元化大数据时

代任何热点话题都可能是引起网民兴趣的焦点，经过发酵成为每天

的“聚焦事件”，然后根据所得到片段、细碎的信息进行肆意地评

论、引导、拼凑导致舆情发生错位，出现信息“碎片化”传播。速

食时代，网民每天食用信息“快餐”，来时一阵轻，走时一阵风，

往往讨论时间、讨论主题几乎是毫无逻辑可言，很容易折断思维逻

辑链条，除此之外，朋友圈这些新媒体社交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

是时效性、碎片化、简短化，将生活的片段展现出来，容易让人过

度解读产生误解。碎片化传播时代，人们通常喜欢简短的碎片化描

述性内容，容易导致民众被负面的、娱乐化的内容所影响，从而影

响平民百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要提升自我认知能力，

维护社会风清气正，切勿信息碎片化传播。 

（三）信息跟风式传播 

信息跟风式传播。“病毒式”跟风式传播可以理解为利用新媒

体传播媒介，借托热点话题、热点主体等进行二次创意，在这过程

中，要注意合适的时机，恰当的锲机切入合理的热点问题。能给社

会带来正气的跟风行为值得提倡，给社会带来的负能量的跟风行为

应当摒弃。大多数群众二次跟风创作时，都被加了“调味料”，赋

予了特别的意味。当发生了挑战人类底线或者违法法律的重大事件

时，特别是发生在名人民流身上，信息爆点到高潮，然后迅速冷冻，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网民往往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而在各大

新媒体平台上迅速掀起一股风潮，导致网络风气浑浊不堪。前些日

子的人教版教材因奇形怪状的插画人物问题冲上了热搜，引起了网

民的高度关注，插画人物怪异，面目表情抽搐，毫无美感，这个问

题快速发酵，出现了不少家长拿出了自己孩子的教材利用新媒体跟

风式、夸张式表现问题，也由此一个问题延伸诸多社会问题，例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问题，

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严重威胁着国家意识形态

安全问题，可见，遍地开花的盲目跟风行为在现代更为普遍，明星

“翻车”事件频发，一些明星的动作行为、出圈语言、使用的名贵

物品等通过新媒体传播，被人民群众跟风式模仿，“明星同款”并

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而越来越多的人被明星同款所吸引，为此付出

时间与金钱，尽管自身合不适、没有足够的金钱，仍然跟风选择“买

买买”，这跟“网红打卡”是一个道理，病态式选择去一个景点并

不是因为景点的美食好吃、景点的风景优美，而是仅仅因为“网红

打卡”。也就是说，当下时代，跟风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

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信息跟风式传播渗透在意识形态许多领域，从大众文化消费到

高端文化消费，从子女 985、211 教育到出国留学教育，从炒股票

到炒房子各个方面，坚决杜绝盲目跟风，理性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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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对策研究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长久太平，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度发展，新媒体行业也快速进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

等等新媒体成为人们交流，传达思想的平台，无论你身处何地，仅

需网络便可得到需要的信息，但受网络传播时效性、高效性等其他

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意识形态产生各种复杂的问题，为此铸牢国

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势在必行。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出现的

问题提出可行性的策略，一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构建意识形态体系，强

化网络舆情的监督与指导；三是坚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培养防范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人才，并为我国新媒体意识安全工作提供参考。 

（一）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1】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集中体现，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

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关键一招。 

其一，必须要培根铸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去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

各个方面，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引导高校教师、大学生等人民群众，

铸牢理想之基，工欲善其事，必然先利其思想，上世纪末苏联解体

的活脱例子告诫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立辩证思维，坚决捍卫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流砥柱地位不动摇，并将其与融合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的实践过程中，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要躬身笃行，牢牢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导向权力。马

克思主义是具有高度科学性的理论，从创立至今，就批判地继承了

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岁月沧桑，历经考验，一直在同各种非科学

的理论不断斗争发展壮大而来，理论生命力不容置疑。面对当今世

界话语环境多元化，奉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导向变得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当前，坚持正确的话语导向，

就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全党全民的政

治站位、政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担当感和

使命感，做到守土有我，守土尽责。在全社会宣传、弘扬马克思主

义理论，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水平，尤其是新时代青少

年群体。青年是未来的肱骨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自信能在继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勇往直前，青年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知

力量才能紧紧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导向权力，坚定不移把握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不动摇。 

（二）构建意识形态体系，强化网络舆情的监督与指导 

构建意识形态体系。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我国主流意识地位不

可撼动，但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下，在各国家各民族

的共同的努力下，全球经济发展取得进步，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基本矛盾，各种外来思想不断冲击着我国意识网线，向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发出挑战，为此构建意识形态体系势在必行。 

强化网络舆情的监督与指导。为切实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

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实际，通过大力强化阵地建设、强化舆论监控、

强化风险监控，着实提升新媒体视域下监管工作水平。一、强化阵

地建设。建立专门新媒体团队，落实责任制，维护网络政治安全、

文化安全。二、强化舆论监控。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加强

新媒体巡查监测，严厉打击威胁国家意识安全问题的违法犯罪行

为，严厉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活动，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辨别

事务的能力，坚决与负面言论做斗争，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三、

强化风险监控。在新媒体平台实时监测舆论动向，时刻绷紧意识形

态风险这条弦，做到提前干预，及时发现网络安全漏洞并勒令整改，

及时清查梳理官方网站、直播网站等信息传播系统，为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打下坚实的基础；四、强化舆论引导。加强舆论引导处置，

树牢底线思维，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发挥好宣传

思想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紧扣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中心开

展工作，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必要时深入开展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继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 

在今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构建意识形态体系不容置喙，特别

是强化网络舆情的监督与指导。 

（三）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培养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人

才 

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关键

在“防”，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及时预判，首先，要提

高政治站位，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时刻抓住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事关总体国家安全这根弦不放松，以高度的责任感守好网络空间

主阵地，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高度重视宣传舆

论阵地建设，可以通过各类社交平台、公众号、电视广播等用新闻

事实来宣传党的路线和舆论阵地的建设。其次，要在预见性和推测

力上做足功课，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准确洞察网络意识形态领

域风险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加强科学预判，充分利用大数据、网络

追踪、智能科技等先进信息手段提升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发现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确保早洞察、早预警、早治疗。将风险消灭在

未发生重大影响之前。 

培养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人才。加快高科技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新时期面对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手

段。高科技复合型人才是指既要对要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有所掌握，还要对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和网

络意识形态有所认识，除此之外，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

治站位。而高科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长期

性培养来看，可以在高校增设针对意识形态安全相关交叉学科，逐

步完善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构建多学科交叉培养路径,批量

造就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青年以应对网络意识形态

风险。 

三、结语 

大数据新时代我国正经历有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新媒体转型的

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新媒体传统斗争战略不但没有变弱，

而是愈演愈烈，互联网新媒体日渐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斗场场所，

所以，指定意识形态战略和新媒体战略刻不容缓，并融合与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当中，注重上层建筑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

影响力。在走现代化新道路的征途中，大力加强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着重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在全球的影响

力，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迷人魅力，与此同时，根据新媒体意识

形态现状，坚决维护国家新媒体意识安全，为本国意识形态工作提

供技术支持，为国际意识形态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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