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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政话语育人成效探析
余雅榕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 要】：高校思政教育课程是践行德育教育的重要体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系为理论依托。但是在全媒体时代下，网络空间信息的发展，逐步压缩了高校思政话语权，高校如何利用时代话语，

提升思政话语魅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展开以下论述，从“话语育人”的基本概述入手，探究高校大学生思

政话语权相关问题，并给出全媒体时代下思政话语育人的具体策略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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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媒体时代就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各种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的统称。包括报纸、杂志、影像、电视、自媒体平台、

线上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等，从触觉、视觉、听觉包裹着人

类的全部感官，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将多种媒体形

式相互渗透和融合，即时传输、动静结合、全时在线。将全

媒体与高校思政教育相融合，广泛延伸教育触角，可以实现

多方交互。

一、思政话语育人的基本概述

（一）思政话语育人的基本内涵

要想探究话语育人，首先要明白“话语权”的概念。“话

语权”从本质上讲，内容较为宽泛，是多学科融合和理论结

果[1]。既指人们思想交流的权利，也指超脱了话语之外的隐

含力量，比如身份特征、支配力量、地位强制等，即话语权

是“自然权利”的一种。如果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话语权就

是一种震慑力、影响力，甚至不再局限于个人独有，而是群

体中意识形态的争夺。在高校思政话语育人体系中，“话语

育人”就是将“话语权”和“育人”相结合，利用教师的特

殊身份，传播思想政治知识，对学生进行政治引领，巩固其

政治信仰，引导其思想意识形态，最终实现“育人”的目的。

在传统的高校思政育人过程中，教师更加愿意用强制性手

段，将思政教育作为固定教学任务，因此更加注重“话语权”，

而忽视了“育人”功能，高校思政课缺乏必要的亲和力，立

德树人效果难以实现。

（二）高校思政话语育人网络空间的基本内涵

网络空间话语权就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参与主体通过移

动客户端和电脑终端，通过微信微博、社交平台和视频平台

接受信息传播和信息沟通分享交流的权利。如果高校教师利

用社交媒体将思想形态、政治文化传播给学生，就构成了高

校思政话语育人网络空间。因此，从概念上讲，高校思政话

语育人和思政话语育人网络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2]。

相同点就是针对的教育对象都是高校学生，教育主体都是高

校教师，不同的是，二者的“权利”关系发生改变，话语权

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但是在网络空间中，身份界限逐渐消

解，个体性话语权逐渐显露出来。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老师在

“育人”时应该转换生活语言，符合学生特点，用灵活变通

的方式对话语进行再创造，让学生易理解、可接受、能认同，

打破传统授课中“你说我听”的尴尬局面，转变教育角色形

式。

二、高校思政网络空间话语育人的成效探析

为了探究当前高校思政网络空间话语育人的现状，笔者

以W 市 4所高校为例，发放 400 份调查问卷，调查样本采用

随机抽样法，回收问卷 380 份，去除漏选、空白问卷 13 份，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67 份，其中本科以下占比 29.16%，本科

学生占比 51.50%，研究生占比 19.34%，教师占比 28.34%，

学生占比 71.66%。现将调查结果呈现如下：

（一）网络利用情况分析

在“您每天大概使用多长时间上网”这一问题中，选择

1小时之内、1-3 小时、3-5 小时、5小时以上的人数占比分

别为 3.27%、24.43%、50.41%、21.89%；在“您平时利用网

络做什么（多选）”这一问题中，选择社交、办公、学习、

购物、娱乐、浏览新闻资讯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86.45%、

25.75%、68.47%、41.36%、86.59%、27.33%；在“您是否在

学校论坛或者班级群中发表过言论”这一问题中，选择从未

有过、偶尔、一般、经常的人数占比为 23.43%、28.07%、

38.26%、10.24%。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高校教

师还是学生，大多数都会花费 3 个小时以上在网络空间中，

虽然 4 所高校的学生不能代表整体高校师生网络使用情况，

但是从现实因素讲，该结果符合日常生活现状。其次，学生

将网络利用到浏览新闻资讯中的占比已经超过 1/4，这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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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思政教育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教师和学生利用网络媒

体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除了必要的社交、娱乐，

在学习和办公方面存在交叉。因此笔者认为，实施高校思政

网络空间话语育人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实际意义，二者可

以实现“双向”交互和沟通。

（二）网络话语甄别情况分析

在“您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度有多高”这一问题中，选择

非常不相信、比较不相信、中立、比较相信、非常相信的人

数占比分别为 6.81%、23.98%、53.41%、11.17%、4.63；在

“您如何判定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多选）”这一问题中，选

择自己辨别、查询官方网站、咨询网络大 V、相信网络媒体、

搜寻专家学者意见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14.2%、23.69%、

47.11%、41.69%、10.53%。通过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得知，

学生对待网络中的信息，甄别能力并未达到实现理性求证和

科学验证，对网络媒体的支持率和信任率较高，对专家学生、

官方恢复的支持度并不高，难以反复验证信息来源，对信息

的真实性无从考究。其次，对于网络信息的相信率持中立态

度、不太相信态度的人数占比较高。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

高校思政网络空间话语育人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优势，如

果教师能够通过适当的网络引导，可以帮助学生有效甄别网

络话语的真实性，缓解高校思政教育的网络话语生存危机。

（三）高校思政网络空间话语育人成效总结

从网络利用情况和网络话语甄别情况来讲，高校思政网

络空间话语育人的成效应该辩证看待[3]。一方面，高校教师

的现代化网络思政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网络信息的普

及和智能手机的应用，让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快，为高校思

政话语育人提供技术支持，通过浏览新闻资讯的人数占比情

况和对网络信息持中立态度的人数占比情况可以看出，教师

以往的思政育人起到一定的成效，部分学生可以通过科学有

效的方式进行信息甄别。另一方面，高校思政网络空间话语

育人方法和力度仍需提升，换言之，高校教师网络话语育人

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思政教师对网络信息的挖掘和使用还不

够充分。因此笔者认为，构筑政治文化阵地，打造网络课堂

渠道，从网络信息的传播性出发，坚持守正创新，是高校思

政教师提升大学生思政话语育人的必经之路。

三、全媒体时代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政话语育人的具

体措施

（一）守正创新：立足思政理论，创新教育方式

要想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政话语育人质量，笔者认为应该

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的网络便利，在文化思潮和信息洪流

下，进行“守正创新”。其中，“守正”就是指坚持高校思

政教育的理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育土壤，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从而提升思政课话语的理论指导

权威性和理论性，通过“理论中国化”，开展特色育人教育，

提升思政话语的亲和力，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体系

等方面，调整语言方式。“创新”就是指思政话语育人不能

一成不变，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本身具有一定的哲学性质，如果没有教师的精心指

导，知识理论将过于晦涩难懂，学生难以理解；另一方面，

大学生思维比较跳跃，要想让学生听得懂，可接受，能理解，

就必须用创新型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述出来。比如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就把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红思

政课”，将党课通过年轻人能理解的方式，突出了高校思政

话语育人的重要性，并实现了教育方式的创新，成为是思政

教学的灵魂，有利于培养“根正苗红”的高校青年。

（二）术语鲜活：趣味性表达，赋予青春韵律

在话语育人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得知，高校思政话语育

人并不是简单的“教育人”，而是在传统思政育人方法上进

行更新，从单向的教育和指导变为双向的思想沟通和交流。

因此，教师的话语输出必须具备鲜活性[4]。对语言符号、语

言数量、命题术语进行加工和创设，突出输出语言的逻辑关

联性，实现逻辑自洽的闭合系统，加强思政育人的可感知性，

鲜活地转译教学关键点，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方式。在网络信

息平台进行授课时，教师应该将多样化的意性图符综合运

用，比如图像、文字、校标校徽、文艺展演、卡通形象、表

情包、颜文字等，构建高校思政教师与青年大学生之间的认

知“共同体”，拉近彼此距离，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思政教育

命题术语活泼性，消弭二者的疏离感，创设青春命题，在互

联网平台传达出“一学一做”“四进四信”等育人理念，引

发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情感和心理共鸣，突出育人话语的

“精髓”，潜移默化中提升高校大学生的向心力。其次，笔

者认为还应该提升话语表达趣味性，实现育人效果最优化，

吸引青年学生价值认同，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直观性、

时代性，让思政课堂活起来。

（三）触角延伸：贴合实际生活，拓展话语空间

在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发展，

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因此高校思政话语育人在网络时代发展

下，话语路径相对狭窄，要想打开话语育人路径，拓宽话语

空间，就必须触角延伸，采用贴合实际生活的语言，加强青

年大学生生活与思政教育的关系，话语育人内容要承载思政

教育观点，有温度、有高度、有立场，立足学生现实性需求，

着眼于学生学习、生活、情感、就业、毕业、结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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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等多种维度，发挥自媒体平台功能，挖掘有价值的思政

教育素材，发表媒体平台文章作品，上传网课或视频，从而

构建特色网络思政话语体系，尤其是原创话语体系，提升高

校思政教育的辨识的和针对性，让学生在话语育人中获得认

同感和归属感，找准思政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结点和契

合点。构建多维教育机制，加强网络思政话语辐射能力，构

建校园网络教学平台，共享教育资源，重塑网络思政话语，

打造“两微一视”特色教育语境，实现学生浏览量、播放量

的集聚与转化，尊重与满足学生表达欲望，给予其必要的语

言、观点、态度的表达权利，最终拓展话语空间。

（四）设置话题：紧跟时事热点，加强师生互动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一般会对近

期发生的、经常占据“热点”和“头条”的信息印象较深，

兴趣也更加浓厚。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思政教师应该创新话

题设置，以热点话题为切入点，改变被动的守势状态，主动

将热点话题作为讨论主题，优化个体话语语境，彰显其价值

包容性，针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引发学生思考，促进青年

大学生价值共识。如果在观点发表过程中出现错误观点，思

政教师不能回避争论，应该体现话语的主导权，从事实依据、

情感依据、法律依据和伦理依据等对种方面深入调研，并展

开论述，通过理论自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增强话语说

服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获得文化交融，从而引起话语言

论的共鸣。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全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政话语育人成

效具有优势和劣势之分，优势体现在高校教师的现代化网络

思政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劣势体现在网络空间话语育人方

法和力度仍需提升。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守正创新，立足思

政理论，创新教育方式，术语鲜活，趣味性表达，赋予青春

韵律，触角延伸，贴合实际生活，拓展话语空间，设置话题，

紧跟时事热点，加强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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