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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分析 
罗雪 

(重庆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重庆市巴南区  400056) 

摘要：新时代信息技术的变革必然为教育改革带来新的机遇，教育改革的进行也必须了解时代特点，根据时代变化创新党建和

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当前时代正处于媒体融合时期，高校的教育改革必然需要充分了解媒体融合，并根据当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状况和媒体技术的特点探究教育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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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社会不仅要求人才具有专业的技能，更要求具有高尚的道
德素养，因此，高校需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培养，重视党建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新时代的媒体技术，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创新高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1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1 信息获取途径发生变化 
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信息获取更加便捷、丰富，在互联网上获得想要的资源已经成
为了当下学生主要的信息来源方式。传统的教学中，进行党建和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师课堂的讲解、宣传板报等，但是
信息技术的出现冲击了线下的知识学习，很多学生认为教师讲解的
内容在互联网都可以查到，对待课堂学习的态度就较为松懈，课堂
效率自然不高，单一的板报宣传等内容更是难以达到对学生思想和
价值观的指导作用。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需要做出积极的
应对措施才能够在时代发展中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效率。已经有很多高校开始创建自己学校的信息技术网络
平台，运用新颖的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但是由于各个网站管
理或内容编辑的原因，网站受到学生欢迎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达
到的效果也不是很多。 

1.2 缺乏融合经验 
媒体融合时代，学生获取信息更加便捷，但同时也鱼目混杂，

其中不乏有很多不良信息，由于高校并不能够监管到每一个学生接
受的信息内容，也不能够监管每一个网站，大学生恰好又处于思想
容易被影响的时候，这些不良信息极容易给大学生造成不好的影
响，比如由于情绪被煽动发表一些不当言论等。媒体融合背景下信
息的传播又是极快速的，也难以追溯到信息的来源，就不良信息的
追责的难度加大，更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犯罪，比如
“校园贷”事件就是及其恶劣的，这是由大学生缺乏是非观和正确
的消费观导致的，由此可见，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
教育的难度增加，但同时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学习生活的重
要性，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2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2.1 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传统的党建和思政教育中学生更多是以说教和强制接受的方

式进行的，在学生出现错误时进行惩罚，这样的方式虽然能够达到
一定的效果，但是并不能让学生真正了解到党建和思政教育的重要
性，更难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在当下新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就
可以探究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教育活
动，例如，在微博上以漫画的形式为学生展示党建和思政教育的内
容，开启相关的超话活动，还可以联合各高校一起开展相关的线上
活动，鼓励学生参加线上活动，既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够促
进思政教育。对学生的思政教育不仅是停留在课堂和校园的宣传海
报上，还可以随着每个重要的节日开展相关的活动，采用线上招募，
线下举办的形式进行，例如，在“五一劳动节”时就可以开展“我
身边的雷锋”照片和故事征集活动，并在线上每日展示，同时开展
相关主题的辩论赛，在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高远
的人生理想。 

2.2 加强理论素养，提升道德修养 
在多种思政教育形式并存的当下，思想政治课堂仍然是学生思

政学习最主要的阵地，因此，思政教师也需要加强自身教学能力，
改进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在课堂活动中直
观感受，进而明确自己的是非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展示丰
富的案例，可以选取当下学生感兴趣的新闻案例进行分析，例如，
2018 年的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这一事件
的逐渐跟踪调查中也能够窥见很多内容，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设备
为学生展示新闻内容，并采用问答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在逐步的
问答中，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知识，之后再为
学生总结行为准则时学生更能认同，并在随后的生活中自觉践行。
再如，见义勇为、校园贷等许多热门且有争议的案例都可以作为教
学的内容，在丰富的案例中，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不
仅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加强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修
养。 

2.3 加强媒介素养，自觉抵制不良思想 
高校在思政教育中也需要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更多是需要自我监管，特别是在使用互联网时，除了有
学生喜爱的有助于学生开拓眼界的内容，还有更多具有诱导性的不
良信息，针对于可能出现的网络不良信息，高校可以在第一时间发
现后及时揭露其骗局，避免学生上当受骗，同时学校还要加强学生
网络言论的表达方式，网络上很多都是匿名的，但并不代表它就是
法外之地，也需要遵守道德法律，在网络上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不能够发表具有严重违法或违反道德伦理的言论，需要对自己严
格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据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各个渠道和方式
加强文明上网的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其二是
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多的学生是因为具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
之后不知道如何使用，从而导致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丰富有趣的
校园活动能够缓解学生对手机或互联网的依赖 ，同时在各种各样
的活动中也能够融入思想教育的内容，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从而
能够自觉抵制不良思想。 

结语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高校首
先能够认识到媒体融合对于思政教育的帮助，能够积极探究当下多
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改变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同
时，高校还需要开展丰富的校园活动，一方面是加强学生的思政素
养，另一方面是避免学生有大量的时间沉溺于网络，当然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教育方法。 

本论文是重庆工程学院第一批“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管理学院
学生第二党支部“阿里旺旺”党建工作室研究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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