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卷第 12期 2021年

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功能实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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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全国主流媒体竞相拉开了媒体融

合的矩阵，媒体融合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融媒体时代来临。融媒体时代校园媒体不断占据着引领校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高地 ,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的实际功能也逐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课题以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

教育作为研究目标，立足现实、反思现状，探讨增强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功能作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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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相关概念界说

1.1融媒体时代研究背景

教育，一直占据我国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育

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融媒体时代下，高校校园

媒体是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文化育人、礼

仪育人的重要载体，是全面落实“三全育人”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着力统筹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构建一体

化的育人体系。新媒体传播平台所具有的具有高时效性、

高传播性等特点，促成了更全方位、多领域的网络讯息

融合。

2020年面对突发疫情，停课不停学、新媒体传递抗

疫资讯、疫情防控通知等，媒体网络平台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在举国上下同心抗疫防控之时，校园媒体担负着

传递卫生保健抗疫资讯、发布上级部门及学校老师的疫

情防控通知等重大任务，在安抚宅家自行隔离的学生心

绪、引领疫情防控期间校园积极正确的思想文化思潮。

1.2研究相关概念界说

“融媒体”：互联网升级换代的契机下，伴随着“新

媒体”“自媒体”“全媒体”等媒体网络概念的兴起，“融

媒体”应运而生。融媒体既吸收了其他媒体的优势，又

具有自身的特色，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竞争中求发展，

在发展中促融合，深刻改变着信息传播生态。融媒体时

代以更加广博且宏观的思维视角推动着媒体网络科技的

不断发展，融合着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平台，为网络

媒体信息传播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高职院校校园媒体”：高校校园媒体，主要承担

着解读方针政策、传递信息资讯、引导校园舆论、传播

先进文化的职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高校校园媒体

是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阵地，在营造文化环境、形成文

化氛围方面有着独特优势。高校校园媒体端口是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窗口，也是高校育人的重要载体。

高校要打造优质的媒介环境，要以新时代社会热点来引

导人，以科学理论知识来武装人，以具体生动的事迹来

鼓舞人，以校史文化的故事来塑造人，以健康向上的环

境来感染人，充分发挥高校校园媒体的育人功能。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在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就开始关注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的互动、整合，蔡雯教授（2004）引入“媒

介融合”的概念，随之学界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万小

广（2015）以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媒体融合的新视角研

究，黄楚新（2016）探讨了新媒体融合趋势下的发展新

态势。国内关于融媒体的研究主要在媒介融合内涵解读、

主流媒体融合建设实务研究和融媒体人才培养等方面展

开。吸收借鉴相关媒体融合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融媒体”是新兴的媒体融合理念和传播媒介平台，

可以运用这一理念、这一技术、这一平台来加强高职院

校校园媒体的礼仪育人工作。

现有的关于高校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的成果，主要是

在实证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高校校园媒体融

合的困境 ,主要为观念困境、制度困境、技术困境，并

寻求融合发展的路径。

2.2国外研究现状                                

“媒体融合”一词来源于国外，因此关于这一概念

的研究较多，关于“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概念的研究，这一词是由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的生存》

（1996）一书中提出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戈登（2003）

认为美国存在“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

信息采集融合以及新闻表达融合五种‘媒介融合’类型”。

关于礼仪教育研究方面,国外有较长的礼仪教育研究史。

3 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现状及反
思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教育涵盖了中国

民族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更能直接地教会大学生如

何与人相处，如何做文明人，更是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

一个人的气质风姿与行为举止，礼仪文化教育当前已逐

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领域，将高职院校校

园媒体网络礼仪教育纳入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

政治教育之列，作为大学生的礼仪教育必修课，这有助

于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3.1多元媒介百花齐放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当前高职院校园媒体的发展更加

趋于细化、多元化、多层次化，高职院校校园媒体平台

是高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承

载和传递着育人的内容和信息，是联系教育主客体之间

的纽带。校园媒体平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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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上走向“全”,在质量上走向“融”，为高职院

校校园媒体实现全面覆盖和快速传播奠定了基础。在高

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方面，融媒体为探索、建立高

职院校校园媒体育人的模式、路径、机制作出指引，推

动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的社会化、移动化，使育

人功能的发挥有更大的空间和效用。

3.2传播效能深入人心

新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使用，对育人技术、形

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的表现手段由

单一走向多元，不再拘泥于静态枯燥的文字，而是采用

长图、gif动图、手绘、Ｈ５、云直播、微视频等形式，图、

文、声、像融合一体进行系统、生动、准确的表达。高

职院校校园媒体表现形式灵活多变、新颖独特，在育人

功能的发挥上利用这些优势特点，使育人内容“活”起来，

赢得越来越多地支持与认同。高职院校校园媒体不断增

强互知、互信、互动，使育人的方法更加多样化、现代化、

专业化，以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来增强感召与认同。

3.3礼仪育人效能偏弱

运用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为促使高职院

校校园媒体礼仪文化教育功能突破发展瓶颈，利用媒体

融合引领人、培养人、塑造人、教育人，发挥更好的礼

仪文化育人效果提供指引，首先需要提升高职院校校园

媒体的礼仪育人能效，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冲击下

流行褪去了许多。在新媒体领域，依旧是媒体宣传功能

发挥着主要作用，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能效远不

足宣传作用的影响广泛。

3.4思想普及有待提高

传统礼仪思想规约弱化及融媒体时代网络功利主义、

利己主义思想泛滥入手，探讨高职院校青年学生礼仪思

想偏差与礼仪道德失控引发的校园礼序异化趋势。当代

青年学子在媒体网络纷杂讯息的轰炸下，存在家国情怀

淡漠与礼法信念同弃引发的礼仪礼治失范趋向，高校教

育仍存在学分至上原则及现实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想倡行，

都会弱化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的实效性。

4 增强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功能

实效路径
当前高职院校校园媒体融合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拥有走向融合的基础和动力，以融媒体为理念共建共享

高校校园媒体平台对开拓高校改革发展视野，提升高职

院校校园媒体整体竞争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4.1新式理念助推礼仪育人

融媒体时代下使得当前高职院校校园媒体育人方式

和理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与冲击，融媒体时代，影响高

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的关键因素是信息传播理念的

改进与媒体宣传技术的不断革新。高职院校校园媒体所

谓理念融合，是指在遵循新闻媒体发展、教育规律、学

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 ,将融媒体的理念与高职院校礼仪

育人的理念相融合，以进精准定位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

仪育人的方向。建树融媒体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礼仪

化人的理念，使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凸显时代性，富有创

造性，增强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的关注度。

4.2脚踏实地实践礼仪育人

立足本国国情、社情与高职院校实际情况、立足融

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资源，与传统礼仪教育思想相对接、

立足常规化高职院校礼仪教育与校园媒体礼仪教育引导

相映照，形成适合本校增强的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切

实方案。从“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建构形成

礼仪教育环体模型，组合成一个高职院校校内外礼仪生

态文化系统，助推青少年礼仪思想建树，进而诠释融媒

体时代下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育人功能的创新性，为

高职院校礼仪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4.3整合平台促进改革创新

增强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教育功能作

用，将校园媒体礼仪教育系统诸因子组合成一个高职院

校礼仪育人系统，探讨调整内部各组成因子的权重及其

影响，以确保高职院校礼仪教育系统能够现实与媒体网

络“水乳交融”且具有内在整合力与修复力，进而诠释

融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文化生态的创新性；

拓展高职院校校园媒体礼仪的时代性，促进其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共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独特性与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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