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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及对策 
——以东莞理工学院为例 

杨英洵 

（东莞理工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网络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让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不断升级和提高，但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难点，比如网络环境的复杂

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不适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繁、杂、乱”良莠不齐等。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网络环境的良好生态，教育方法创新及教育载体建设等方面寻找对策。包括以思想政治课为圆心，辐射“课

程思政”同心圆，推进协同效应，加强“东莞理工学院莞创·意造新媒体工作室”和“青锋剑新媒体工作室”“微思政”平台的构建

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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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强调，网络已经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所

要面对的“最大变量”。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战略阵地，需

要在以计算机技术为载体、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交互关系为特点

的网络空间中，面对大学生互联网“原住民”群体，创新“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激发新的教育生产力，不断增强其可接受性，

从而让网络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增量”。i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0 年 3 月，

中国网民规模 9.04 亿，其中青年学生占比达 26.9%。网络已成为当

代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常态，网络信息对年轻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

影响也是巨大的。大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就

是让大学生通过学习并内化政治主导文化，逐步成为具有稳定的政

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念的接班人。虽然网络以先

进的技术和理念让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不断升级和提高，但在现实运

行中出现了以下的难点。 

一、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

无处不在，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必然趋势。但是在实践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点，比如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了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难度，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不适性，思想政

治教育载体“繁、杂、乱”良莠不齐等。 

（一）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突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得不同的观

念、主义、思潮的碰撞和渗透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带来了全

新的体验，这种体验甚至超过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企及的高度

和深度。因此这种复杂性会加剧了大学生价值观念选择的多样性，

而且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还有

现实与虚拟的碰撞让大学生出现心理障碍。 

（二）现行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不适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关教学方面的网络平台基础

设施不断提高完善，网络与教育的融合不断深入，“互联网+”思维

运用更加广泛。但思政教育方法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

应性，比如教育过程中忽视共存主体间的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

与学生管理缺少深度融合。 

（三）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繁、杂、乱”良莠不齐 

当前学校不仅有官方微博，官方微信，还有校园 APP，然后各

个院系，各个部门，各个组织都有相应的微博，微信，有的功能重

合，有的人员重合，有的同一个活动有三个活动群组。而在官方微

博，官方微信，和 APP，很多内容，都有较多的重合，有的侧重点

都是一样。各大互联网微载体由于本身在功能上的某些相似，从而

导致在应用上的重复使用。当前载体“繁、杂、乱”良莠不齐体现

在：缺乏统筹规划，内容与形式良性契合不够完善，传播者“意见

领袖”的主体权威受到挑战。 

二、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习惯也发生了一系列

的改变，这种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了机遇，但也同时出现

了一些难点。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利用网络

平台的优点，克服缺点，可以从网络环境的良好生态，教育方法创

新及教育载体建设等方面寻找对策。 

（一）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良好生态 

1.加强网络环境的监控能力和规范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

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网络空

间不是法外之地。高校务必构建相关的监督制度对网络动态进行及

时的监控活动，提高校园网络环境的建设力度和管理能力。构建监

管平台以及网络教育平台，不断加强对大学生参与互联网的教育力

度，规范网络行为，分辨不良信息，对各种垃圾信息，不良信息做

到及时有效的阻截，保障校园网络环境的正常良性运行。 

2.营造正能量网络环境以加强网络思政渗透力 

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提过：人类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在创造人类。 网络环境氛围对学生产生了无形的影响，信

息传播对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也产生了巨大作用，抖音，

微信等各种移动客户端所拥有的转发能力，使信息裂变式传播。借

助新媒体这一功能，可以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多维度，多方位地向大

学生传播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能量内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隐

性影响力，加强网络思政渗透力，增强实效性。 

（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在高度开放的虚拟网络空间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教

育对象之间的种种藩篱被打破，等级性质的师生从属关系已不占主

导地位，而是趋于平等状态。  

1.利用网络手段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融合发展 

网络在信息传递方面有着快捷及时的特点，通过正确地适应网

络技术能更全方位地了解大学生的社会发展需要。通过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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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的融合发展，进而提升学校

学生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适应网

络技术可以更好地让学生学习教育理念，可以多角度多维度地领悟

学校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 

2.以思想政治课为圆心，辐射“课程思政”同心圆，推进协同

效应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

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是要以

思想政治课为圆心，专业课为半径，辐射“课程思政”为同心圆，

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使学生产生共

鸣。 

3．加强网络思政队伍建设做好思政教育的“朋友圈” 

首先，网络思政队伍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网

络运营技术的能力，为网络思政教育做好充分的准备。其次，网络

思政队伍要关注当代大学生额网络思想动态和心理发展情况，结合

他们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输送营养内容。最后，要突破朋友圈的独立

性，促成网络思政教育“朋友圈”的融合和共鸣。 

（三）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建设 

1. 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网络思政教育的过程优化 

网络“裂变式”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形塑着人们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已成为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最大变量”。 思政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

作为主体的现实个体以及作为课题的社会思想道德素质彼此作用，

不断建设精神世界与价值观念的过程，是个体根据自身条件将外在

的思想道德及社会精神内化成自身的的思想道德文化，并创造全新

的思想道德文化的过程。思政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不断

积累优化的过程。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平台，运用“互联

网+”的思维，进一步优化思政教育，做到想学生之所想，解学生

之所惑。 

2. 树立“意见领袖”权威，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名师 

“意见领袖”是美籍奥地利人传播学者扎斯菲尔德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概念,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较为活跃，并且给他人带

来信息、看法或意见，对其他人给予个人影响的人物。 意见领袖

是衔接媒介信息与受众之间的重要中间环节，对信息的传播效果起

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意见领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群体组

织，包括了思政课的专业教师，辅导员，网络管理员，相关主体网

站的指导老师和站长，以及学生干部等一系列具有思想引领，高水

平政治决策的队伍形成全员的舆论导向力。 

3.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增强网络思政教育受众参与性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将受众当作是具有特殊“需求”的个体，

将其媒介接触活动当作是以某种特殊需求为主要动因来“运用”媒

介，进而让这类需求得到“满足”。在一般传播过程中，接收的受

众是根据自己的的需求出发来使用媒介获取信息的，从而满足自我

的要求。因此要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首要目标就要了

解大学生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四）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加强我校“微思政”平台

的构建与优化 

进一步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主动转变宣传思维和工作

模式，加大力度抢占网络思政教育高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主动权和话语权，加强我校“微思政”平台的建设与优化。通过青

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传播校园正能量，讲好莞工故事、东

莞大学生故事。 

我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开展创新。从广度，目前两校区

现有 36 块户外显示屏，基本覆盖了学生社区。从宽度，校团委官

方微信公众号“莞工青年”、 “莞工学生会”、 “学联 FM•微莞电

台”栏目，均获得读者高度认可。从深度，重点打造的“莞创•意

造新媒体工作室”和 “青锋剑新媒体工作室”在发挥它的载体平

台作用，全网阅读量超 50 万，110 个公众号转载，微博传播阅读量

超 100 万，303 条微博转载。 

1.加强建设与投入“东莞理工学院莞创•意造新媒体工作室” 

2018 年 10 月，东莞理工学院莞创•意造新媒体工作室正式批准

挂牌成立成为全省 10 个广东团学文创中心之一。新媒体工作室由

校团委直接指导的校级学生组织宣传骨干择优、联合组成，由校团

委统一指导管理。通过制作微电台、微信推文等有思想、有深度、

有创意且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展现青年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学

子风采、所思所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进一步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创新、

创意思维发展，深化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效果。 

2.打造网上共青团载体平台——“青峰剑新媒体工作室” 

青锋剑新媒体工作室是由共青团东莞市委员会与共青团东莞

理工学院委员会共建成立的新媒体平台，同时也是党团员思想教育

平台。工作室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借鉴市场化运行架构，组建由导

师团、执行团负责的管理团队，形成新媒体编辑部、设计插画部、

影视制作部、活动策划部、设计开发部 5 大内容生产板块，用青年

的视角和创意，生产制作贴近青年人喜好、满足青年需求、极具正

能量的新媒体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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