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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媒体技术在加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 

学生思政教育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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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高校大学生中重要的一个群体，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提供了新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机遇，同

时也拓宽了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本文旨在对新媒体视域下如何加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政教育进行探究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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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少数民族大学生作

为高校大学生中的重要群体，其思想政治教育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民

族工作，反复强调要努力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深入地应用，进一步思考

和探究使用新媒体技术加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概述 
新媒体作为通过网络和传媒终端向使用者提供信息和服务的技

术，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征，已经迅速融入到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1]成为大学生交流沟通、获取信

息、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 

新媒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很强的交互性、全方位的数字化、突

出的个性化和跨时空性。这也决定了新媒体技术运用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挑战。 

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深入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增进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马克思主

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教

育引导和实践养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继往开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市类报刊和新媒

体等各级各类媒体，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这也为我们指明了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行性

和具体方向，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巨大优势，将新媒体多样化的

形式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中，丰富思政教学的内容，从而加强

和改进当前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利用新媒

体技术传播的广泛性，进一步覆盖更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调动学

生参与学习思政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利用新媒体功能全面化的特点，

整合思政教学资源、新媒体网络资源和少数民族学生家乡特色文化

资源，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平台的功能，更好地服务高

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引导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政教育面临的挑

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

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

共同体思想基础。”[3]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少数民族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乎到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而且与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

这也体现出高校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强

的特殊性和必要性。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族人民交流汇聚的

重要区域。我们以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选取比较有代表

性的几所院校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从而对当前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现状分析。 

（一）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渠道 

在个人信仰的调查中我们发现，8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表示接

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表示在个人信仰上没有明确体

会的占比 3%，表示自己有本民族信仰的占比 12%。可以说，少数

民族大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的一个群体，在其内心中的信仰是多元存

在的，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进一步认知马克思主义理

想信念，而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作为其民族心理的重要体现，依然

有其深刻性，这也说明民族性是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地集中体现，

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4]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传播

优势，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其崇高的民族精神，

是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二）扩大新媒体技术在思政教育中的使用程度 

在新媒体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调查中显示，86%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表示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表示

对新媒体技术并没有特别明显感觉的占比 11%，只有 3%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认为自身不存在对新媒体技术的依赖。可见，新媒体在少

数民族大学生中的日常应用十分普遍。 

对于新媒体技术在思政教育上的运用情况，根据调查问卷显示，

17%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使用新媒体技术，

25%表示没有具体的体会，5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持否定态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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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体会的占比 25%。 

在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利用新媒体技术了解时事政治的情况调

查中，我们发现，从抖音、快手等新兴自媒体平台了解时事政治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占比 73%，5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会通过微信公众

号及其它小程序，通过新闻媒体官网等互联网平台的占比 47%。 

而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使用新媒体作为消遣娱乐的占比达 72%，

作为网络购物的占比是 56%，6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新媒体在

展示自我拓展社交圈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认为新媒体技术可以增

长知识开拓眼界的占比 78%，促进学习提升学习效率的占比为 41%。

因此，如何将新媒体技术与学生的在校学习充分结合起来，依托新

媒体创新思政课教学，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对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鉴别力有待提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对新媒体传播的信息辨识上，37%的少

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没有遇到过不良信息，1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反

映曾经接受过不实信息的骚扰，而对不良不实信息曾进行过驳斥和

反击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只有 9%，6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表示对不良

不实信息没有切实的感受。这也说明面对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在

新媒体信息的大量传播、信息准入门槛不高的现实下，少数民族大

学生对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鉴别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媒体技术已经应用到我国社会民生的各个领域，各种真假信

息的鱼龙混杂，甚至混淆视听，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鉴别力，自觉

抵制不良信息，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之一。 

四、新媒体技术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策略 
我们围绕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从起内部思想特质、文化习俗

和外部教育环境等方面进行思考，力求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思

政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用少数民族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来

进一步引导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善用新媒体技术让思政教育更鲜活 

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媒体已逐渐构建起自身舆论场和语言环境。

对于一些虚假新闻、不实信息等网络舆论，应做到从严管理，加强

管控。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

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

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5]例如，新媒体作为宣传舆论工

作的重要载体，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作

用，将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先锋模范、感人事迹做充

分的宣传展示，作为高校思政课中的重要内容，让一个个鲜活的抗

疫人物形象在大学生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让新媒体技术为思政教

育教学赋能，进一步弘扬社会正能量，引导大学生向榜样看齐。 

（二）运用新媒体技术搭建思政教育新平台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结合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改善原先传统的授课方式，建设富有教育功

能、满足少数民族学生需要、适应思政课教学规律的新媒体教育平

台。进一步对思政课程内容、体系以及试题库进行优化，方便学生

更直观、有效掌握思政理论知识。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广泛性，将学校、社会、家庭融入新媒

体教育平台，学生的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实时呈现，及时针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和

指导，方便老师和家长随时对接沟通，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

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提高对网络信息的

鉴别能力，指导其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敢与不实言论进行驳斥。 

（三）融入新媒体技术打造思政大课堂 

努力打造思政教育标杆性课堂，探索开发思政大课堂微信公众

号、思政大课堂校内直播等新媒体平台，以思政公开课、红色主题

微电影和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为主要内容，形成“思政大课堂+”的

教育教学模式，定期推送党的创新理论、时事新闻、先锋模范事迹、

思政教育教学成果、 新思政理论研究动态等内容，面向全体师生

提供服务，让师生进一步了解思政教育教学领域的前沿动态，明确

自身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思政课学习的方向和重点，推动师生共同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的“思政大课堂”可以突破传统的教学模

式，有效落实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要求。通过建设网上思政长廊、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云展厅、教学

资源库等网络空间，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沉

浸式体验思政教学。同时链接社会新媒体资源，联通国家博物馆、

北大红楼等红色教育基地线上展厅，拓展思政大课堂教学空间。依

托新媒体打造的“思政大课堂”作为双向路径的教学平台，借鉴学

习通、雨课堂等前沿技术，组织师生课上课下进行随时沟通，在讨

论区、留言区实时交流，实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互动教学，让新

媒体技术充分激发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代感召力。 

（四）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思政教育渠道 

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政教

育创新方式方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高职院校依托新媒

体传播平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引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开设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微博账号已经为高职院校提供了

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 

在校园内网引入音视频、微电影、VR、VLOG 等网络介质丰富

校园新媒体教育资源，广泛开展线上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播放红色

电影、唱响红色歌曲、网上重走长征路、线上分享家乡党史故事等

方式，拓宽思政教育渠道，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更多贴近自身、

更加喜闻乐见的思政学习渠道， 大限度地调动少数民族大学生学

习积极性，提升思政教育实效，并进一步为开拓高职院校思政教育

新方式方法做出思考和努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对少数民

族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需要我们把握少

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特点和教育规律，营造一个更加宽松开放的学习

环境，将新媒体技术更充分的运用其中，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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