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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媒体背景下的辅导员话语影响力构建 
陈佳  黄碧玉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微媒体交流平台以其快捷便利的特性迅速流行，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在微媒体平台随性发表言论和观点，从而弱化了辅导
员在网络的话语作用。辅导员话语影响力在微媒体平台上的弱化将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通过对比微媒体
及其网络话语特点，探究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缺失危机，探索微媒体背景下增强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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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媒体平台因其便利性成了学生进行休闲娱乐、人际交往、学
习生活的重要手段。双向互动式、及时快捷的交流方式使得每个大
学生都可以在微媒体平台随性发表言论和观点，从而弱化了辅导员
在网络的话语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
求和期待，是新形势下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关键。”辅
导员的话语影响力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工作能力，
是引导大学生正确树立三观的重点工作内容。辅导员话语影响力在
微媒体平台上的弱化将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一、微媒体及其网络话语特点 
（一）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话语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2020 年疫情防控以来，显著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越性，社会主流思潮向好向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成功实践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网络积极与党和政府交
流互动，自觉学习党史，弘扬社会正能量，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营
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微媒体平台推出的一些传播内容展
现出新姿态，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大学生网络生活中，激发
学习兴趣，传导正向网络舆情。这些现象都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
态在微媒体网络话语中占有主导地位。 

（二）网络话语带来的认同感 
网络话语尤其是网络流行语是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由于其开放

性、趣味性、时尚性和新鲜感，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我
认同，代表着大学生群体的自我特点。由于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
问题，大学生常处在一种自我认同危机的状态之下，网络话语能够
体现出大学生的自嘲倾向，同时也折射出大学生的价值观。 

二、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的缺失危机 
（一）网络话语对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的冲击 
辅导员承担着高校大学生最常接触和最容易接近的管理人员

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是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由于
常接触易接近的特点，辅导员与大学生的对话中处于主导地位，辅
导员对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话语影响力。辅导员对于大学生在现实中
的对话具备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也会限制辅导员话语的亲
和力，让大学生产生疏离感。然而手机网络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辅导员对大学生的话语主导力量。手机网络虽然给大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带来了便利，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纷杂的观点和言
论。大学生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关键时期，缺乏信
息甄别能力，正是容易受到各种思潮影响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网络
意见领袖，采用博人眼球的方式发表一些有悖于主流思想的言论，
引发大学生的关注，进而进一步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 

（二）辅导员微媒体应用能力不足 
随着微媒体的推广应用，大学生可以轻松的从网络获取信息。

网络话语则相对的具有随意、轻松、有趣、平等的特点，从而吸引
大学生在网络交流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并接受网络话语的观点。微媒
体的广泛应用开拓了大学生“观点自由市场”的新空间，以“秒互
动”的方式，形成面向社会和公众获得话语权的“公共能量场”，
辅导员的话语在频率、权威、数量、形式等方面都难以抗衡“网络
领袖”的话语［1］而相较于微媒体的运作者而言，辅导员对于微

媒体平台的应用存在着微媒体技术缺乏、原创内容少、更新慢、语
言风格不时尚等诸多问题。有些辅导员与学生的对话还只停留在现
实当中，难以影响学生在微媒体平台上的思想状况。 

三、微媒体背景下增强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的对策 
（一）构建微媒体背景下辅导员话语体系 
微媒体平台是新时代大学生与辅导员交流沟通的新平台。辅导

员应树立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理念，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关注微媒
体平台及掌握话语权的意义，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要作用。虽然网络背景下任何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的权利，
但话语影响力的掌握和提升则需要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
语主体努力去争取。通过在微媒体平台主动发布具有正确导向的推
文、微语录、小贴士、微视频、评论等，丰富辅导员与学生交流的
内容，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交流和思考，关注辅
导员在微媒体平台中积极话语的使用。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话语内容，通过积极又接地气的话语方式，增加大学生对于思想政
治教育的接受度，形成辅导员与大学生的良性互动方式。 

（二）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深化辅导员话语作用。 
文化和话语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构建良

好的班级文化，获得大学生对辅导员话语内涵的认同，从而增强辅
导员话语力量，创新辅导员话语影响力的表达形式。高校辅导员应
充分掌握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利用好微媒体平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手段和新阵地，把建设校园文化作为重要载体，组织学生
进行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保证校园文化活动的格调高雅和健
康向上，进而对微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进行主动占领，构建新媒体背
景下辅导员个人话语权，使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可以充分发挥出
来，进而实现文化育人，话语育人，使话语表达内容变得更加充实，
使话语表达方式得到丰富，进而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质量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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