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5 期） 

33  

高教研究 

基于网络文化工作室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为例 

◆滕  昆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济南  250357） 

 
摘要：“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辐射、影响、

服务、教育全院师生， 大限度地整合学院优秀网络文化资源，为全学

院师生提供 新颖、 权威、 具视觉冲击的网络文化产品，传播校园

网络文化正能量，在此基础上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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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展现 
1.1 整合网络媒体资源，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将贴近学院学生日常生活的各

类媒体资源进行了一次整合，融合了当下学生常用的媒体资源，
便于学院学生及时有效获取信息。同时工作室通过对各种媒体资
源内容上的统一管理与审核，强化内容上的教育性和娱乐性，进
一步拓宽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使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学
生的日常生活之中。 

1.2 突出特色板块功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注重挖掘学院特点，打造突出

机械学院学生特点的特色板块，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内涵。
目前工作室开发了“泉城义工”、“科技秀场”、“先优达人”、“大
画宿舍”四个特色板块，各个板块特点鲜明，内涵丰富，对学院
学生成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教育和感染。 

1.3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旨 
在“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构建的基础上，工作室下设

管理办公室、新闻编辑部、网络运营部、记者团、技术开发部五
个部门。工作室成员来自全学院各个专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
专业特长，取长补短。在完成校园媒体节目内容的制作中，亦打
通了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充分激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升策划能力和专业能力，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这些学生
将来的就业打下基础，从而提升了学习的兴趣，挖掘有特色的制
作理念。 

1.4 倡导及时互动交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利用 QQ、微信、贴吧、微博

等平台，针对网络舆情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热点、焦点，及时进
行调查研究，为学院和辅导员网络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依据
和便利。充分发挥学生自创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舆论导向和辐
射作用。 

2 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效应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化
效果 

2.1 优化育德育人环境，促进学风建设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立，充分发挥“互联网+”

环境下自媒体智能快捷互动性强的传播优势，倡导和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各项活动。结合学院的机械文化节系列活动，组织了“英
语四级模拟考试”、“求职精英挑战赛”、“英语风采大赛”、“谁是
谁非辩论赛”、“班级风采大赛”等一系列学风建设活动，举办优
秀学子交流会、期中学习经验交流会、考研交流会，选拔学生助
教进行一对多的帮扶活动等。通过搭载学生学习与展示学子风采
的平台，有效地推动了学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学院氛围。进一
步优化了学院的育德育人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化夯实了基
础。 

2.2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牢牢把握典型人物、典型事迹

的辐射功能、示范功能和引领功能。通过选树典型、注重培养、
强化宣传等途径，弘扬大学生先优典型的精神品质，发挥他们的
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增强他们的感染力、辐射力和穿透力，在
全学院内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使思想政治
教育日常化效果深入学生内心。 

2.3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高教育工作感染力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秉承“推送文化产品，搭建实
践平台，服务学生成长”的理念，利用新平台、新载体，创造性
地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将高校长期培育和沉淀的校园文化、价
值理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对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人文的熏陶、
渗透和升华，增强教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工作的信息
化、数字化、高效化，从而实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化的目标。 

3 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效应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化
思考 

“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设和推广，在打造思想政
治教育易于被大学生所接受的网站和特色栏目的基础上，对于大
学生观念认同和价值认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日常化、生
活化深入具有深远影响。 

3.1 抢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舆论阵地 
通过网络文化工作的建立，对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观念、

心理素质、行为方式具有积极的影响，工作室运用微媒体开发寓
学于乐、寓教于乐的网络文化活动，将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潜
移默化地渗透到大学生思想中去，让他们理解、接受、认可先进
的思想，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2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互动交流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即时通信工具，增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立有助于及时掌握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并可以对学生聚焦的热门话题进行有针对
性的思想引导。 

3.3 加强文化网络工作室管理队伍建设 
以“机械采风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设为例，其工作运行机

制不断调整完善。一是建立了由学院分党委领导、分团委指导下
学生会各部门协作支持，新媒体中心具体负责，专业指导老师协
同的工作模式。在网络文化工作室人员选任上，教师队伍选择政
治可靠，责任心强，年富力强，熟悉网络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工作
人员负责，在学生上特别选择理想信念坚定的党员和学生干部负
责。二是形成了全员参与的格局，发挥学生干部、学生党员作为
引领，全院学生等都参与到了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中。三是实现了
学生团队自主管理，细化了工作分工，建立了一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学生队伍; 坚持让学生成为网络的主人，充分确保
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带动作用，构建学
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网络教育机制。 

3.4 形成大学生意识形 的自我教育 
大学生主流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管理和引

导，还需要发挥高校阵地作用，细致入微地进行网络媒体安全教
育，大力弘扬主旋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网络
媒体安全素养，培养大学生使用微媒体的自觉意识。高校通过树
立网络媒体信息安全意识，加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反向解构不
良传播方式，提升大学生信息辨别能力；甄选微媒体正确意见领
袖，促进微媒体传播正能量三方面教育，避免大学生信息安全隐
患。 

结语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开展离不开网络文化的支持

与助力，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设发展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把
方向”。做好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工作需要借助好
网络平台，充分认识网络文化的特性，特别是要找寻到网络文化
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同时根据学生心理特点，
找好切入点，用好教育策略与途径，开辟好教育阵地，助力学生
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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