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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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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在中外合作办学背

景下，高校的思政育人和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挑战、新风险，因此具有此类背景的高校要切实强化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意识，加强

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建设，确保校园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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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与欧美

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在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引

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学习借鉴西方在专业教学、课程设置等方面

的经验的同时，一方面提升了综合办学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

面也带来了一定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如何使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学

生在培养国际化视野、得到国际化教育的同时，牢牢树立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成为了一项越来越紧

迫的课题。

1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高校面临的主要意识形态风

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西方势

力采取各种方式、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其中意识形态

领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是西方重点渗透，也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一个领域，中外合作办学

背景下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发生变化。如今，西方的电影、电

视、音乐、综艺等西方文化产品正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鼎力传播者，

诸如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在大肆鼓吹西方价值理念，使人们在

不知不觉中对西方的文化、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认同；在另

一方面，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西方工业已经历经几百年的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营造了无数科技壁垒，西方国家在广泛利

用技术壁垒压榨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会借此进行西方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渗透，使得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误以为西方的一切都是

先进的，把西方的科技发展成果归因于西方意识形态，而忽略了时

间、历史等客观因素。

（2）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隐蔽性增强。当前，随着微信、

抖音、QQ等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青年一代常常在各种网络平台上

获得海量、碎片化的信息，通过这些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几百字的

推文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而由于网络平台广泛具有开放性、多样

性、隐蔽性的特点，一些宣扬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堕落腐化的思

想和言论就容易混杂在这海量的网络平台信息当中，无声无息地向

我们的年轻一代灌输。

（3）外籍教师教学过程存在一定意识形态风险。中外合作办学

学院一般会开设外教课程，外教作为与中国学生接触最紧密、最频

繁的外国人群体，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接成长经历的不同，

有可能在日常和学生交流和课堂教学过程中无意识渗透西方意识形

态。

2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的安全隐患

（1）政治鉴别力不强，存在知行不统一问题。我国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主要是指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认同与接受，虽然学校广大师生普遍认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由于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不够，在面对一些敏感话题、舆情焦

点、热点事件时，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就容

易无形中产生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想法，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

符的言论。

（2）意识形态风险排查机制实效性不够。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

险排查普遍涉及理论学习、宣传阵地、讲座论坛、网络空间等内容，

排查覆盖面较广，排查程序也较为规范。但大部分学院在开展具体

排查工作时主要通过填写风险排查表、撰写排查报告等方式，排查

工作易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有时不能真实反映问题。

（3）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排查难度加大。尽管现今绝大多数高校

都有比较健全的网络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但是网络对高校师生生活

各方面的渗透速度也正日益加快，再加上各种新媒体平台蓬勃发展，

逐渐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社会舆情的放大器，这给网络意

识形态风险排查和管控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3 改进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排查预防机制的对策

针对当前高校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现状，本文着力从组织领

导、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机制改进、方法创新等方面来增强防范

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实效性，提出以下对策：

（1）强化组织领导，加强主体责任的落实。习总书曾论述到：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在落实主

体责任方面，全力落实党委（党总支）的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党

总支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的直接责任、领导班子成员的

“一岗双责”，确保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

事件亲自处置，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团组织核心作用，增强基层

意识形态工作的落实力度，畅通上下级之间信息反馈渠道，建成完

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体系。在学生会、

班级层面的组织领导上，要进一步挖掘大学生自我管理组织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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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工作中的风险监测和宣传引导作用，增强学生干部在意识形态

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敏锐性。

（2）增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引领力和感召力。习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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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政治理论学习

因循守旧，吸引力不足的现状，高校要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方法，增

强理论学习的吸引性和感召力，加强理论学习与微信、抖音等新媒

体平台的融合，拓展学生理论学习的形式；加强理论学习与社会实

践的融合，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加强理论学习与专业课程的结合，使学生成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加强理论学习和时事热点的结合，教育引导学

生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看待当今社会问题、思

考问题。

（3）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

人。随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入推进开展，许多高校面临着人才缺乏、

专业队伍不强、工作开展不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高校一是

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教育培训，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讲座

和培训班，鼓励教师们利用学习强国、网络课堂等平台积极开展个

人自学，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水平；二是完善学校、学院、班级

三级联动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体系建设，创新意识形态联络员工作机

制，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三是挖掘一批善用新媒体、互

联网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才，紧抓重要节点，围绕热点事件，在

网络上发布重要推文和评论，开展正面舆论引导，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

（4）健全完善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和监测预警机制。立足学院实

际，重点完善改进四项工作机制：一是意识形态风险排查机制。进

一步细化排查内容，明确工作标准，使工作标准更具有更强的可操

作性、可执行性，把握关键流程环节、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重点排查，

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

强对学生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培训，提高学生干部做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和风险监测能力，善于以微知著，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并及时介入；三是应急处置机制，制定意识形态突发问题应急处理

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处理流程和工作要求，使应急处置工作有章

可循，有规可依；四是自查督查机制，将自查与督查相结合，定期

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减少工作漏洞，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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