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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文化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校园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新型校园文化形式，是高校育人功能发挥的

重要载体。通过了解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情况，可以对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及育人功能有深入了解，探析

推进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路径。1

一、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

1. 高校网络文化育人一元化指导与网络多元化的矛

盾

高校以“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办学宗旨和目标，这就要求了高校文化及作为亚文化

的高校网络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高校学

生处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辨别是非的

能力较弱，一些消极、错误、歪曲的价值观念很容易侵

入大学生的思维，严重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念。

2. 高校网络文化传承能力弱化

当前，网络空间成为了各种文化交织和争夺的新战

场，西方强势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较量也在不断

升级。一方面，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文化

渗透，利用电影大片、流行歌曲、连续剧等输出西方价

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在发挥传统优

秀文化传承功能上弱化，使得传统优秀文化不能在网络

中保持；不能应时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导致传统优秀

文化不能在网络中得到有效传播。

3.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人才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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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的建设要以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服务为保

障和支撑，思政教育队伍是网络文化内容建设的主力军。

其一，网络服务与管理队伍人员数量少，且普遍缺乏政

治敏锐性，对于网络上发生的情况不能作出及时的判断

和有效的技术阻断。其二，高校新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均

为教师指导、学生主编模式，学生工作部、各基层院系

中负责新媒体建设的教师多为行政人员或辅导员，这些

人员每天要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因此，在新媒体建设

上显得分心乏术。

4. 高校网络文化渗透力不强

网络文化娱乐化、知识浅显化、精神内涵欠缺的问

题也使得高校网络文化无法深入大学生内心，影响了高

校网络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随着网络技术的提升和高

校领导对网络建设的重视，高校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上

的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投入不断增加，为校园网络文化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由于高校网络文化平

台欠缺有效运用、网络文化产品不多等因素影响，高校

师生参与网络文化活动积极性不高、品牌建设缺乏共建

意识、高校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吸引力不足等。

二、高校网络文化育人功能的提升路径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需要，高校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依照网络文化的传播和

发展规律，建设积极向上的高校网络文化环境，创建高

校网络文化的良好育人氛围。

1. 强化教育引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作用

高校网络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中心，教育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向上的价

值观，增强高校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第一，要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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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学生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高校应

教育和引导学生参与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上来，使大学

生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加强其在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过程

中主人翁意识，从“旁观者”变为“执行者”和“参与

者”，在互相交流和开放平等的互动中实现教育引导。第

二，要遵循网络传播的特点和原则。改变传统的、说教

的教育引导模式，科学地利用网络传播特点和原则，以

网络的思维模式进行阐释，关注大学生的兴趣点、热点、

关注点，创新和丰富内容的传播形式，既有趣味性、吸

引力，又能保留高校网络文化的引导性、知识性、纯洁

性、积极性，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评中引导高校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2. 创新表现形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量

思想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丢掉自己文化的民

族是立不起来的。发挥高校网络文化的育人功能应该注

意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使大学生自觉践

行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将青年大学生紧紧凝聚起来。

第一，要注重以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

化和传播。高校作为思想观念交汇的重要领域，要担负

在网络文化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要充分利用科

研优势，动员专家学者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等

以信息化的形式展示和传播，满足大学生的文化需求。

第二，要因地制宜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品牌。

高校应该根据自身和地域特点，打造特色鲜明的网络文

化产品。因此，要深入挖掘地区优秀的历史文化，并对

其进行创新创作，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形式新颖、积极

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产品、精品。

3. 重视阵地建设，把握校园网络文化的话语权和主

动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

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高校要在网络阵

地建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守住网络文

化的意识形态底线。第一，高校要加强对网络文化意识

形态的把关。加强对官方微博、微信、论坛等的建设和

管理，对于网络平台中出现的西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要坚决抵制、快速

反应。第二，要加强高校官方网络平台的引导和吸引力。

高校应加强对校园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论坛

等的建设，扩大官方网络平台对高校学生的吸引力和引

导力，使正能量成为舆论的主流。第三，要配备高素质

的网络文化管理人才。对负责网络平台建设的专兼职教

师进行定期的培训和交流，以增强网络文化建设内容的

时效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加强对网络管理和服务人员的

思想信念、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培训，使其在面对纷繁复

杂的网络信息中，在第一时间阻断不良信息对高校网络

文化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4. 规范网络行为，提升师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水准

高校网络文化的育人功能还体现提升高校师生网络

素养和道德水准，提升高校师生辨别网络信息、利用网

络资源、抵御网络意识形态侵犯的能力。第一，要设置

相应的网络规范公约，在使用网络过程中自觉地屏蔽不

利于个人成长成才的网络内容，引导大学生树立网络使

用的自律、底线、诚信、责任和社会公德意识。第二，

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督和管理。对于高校网络文化建

设中的主力军——思政专家、辅导员队伍、学生干部等，

要在校园网络信息应急、管理、宣传、创作、技术等方

面予以管理和支持，在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发挥师生

共建的作用。对于网络中的“大 V”等关键少数人，要

进行重点关注并及时引导，使这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

物在网络中理性思考、谨慎发声。第三，将高校网络文

化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强化学生的价值判断。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不是把线上和线下割裂开，反而应

该借助线下实践活动的现实感染力，将线上文化与线下

活动有效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强化高校学生的价值判断，

在春风细雨地教育引导下使大学生远离有害信息，培养

正确使用网络的自律性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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