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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微”时代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 

挑战及应对策略 
◆陈小容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沙坪坝  401331） 

 
摘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讯终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不
自觉的迈入了“微时代”，而“00 后”大学生就是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
的一代，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大学生主要的交流传播方式，使
得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专门力量，必须准确把握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
主动掌握新媒体技术抢占宣传阵地，创作高质量新媒体作品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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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已经突破 8 亿，97.5%
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其中学生网民占比最大，占 25.4%。在一
项关于大学生使用手机以及微信的调查显示，99.6%的大学生开
通了微信账号，坚持每天关注和浏览微信的学生占 89.4%。由此
可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讯终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类不自觉的迈入了“微时代”,微信、微博、微视频、微公益、
微团课等以高效、互动、实时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传播形式已经成
为了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00 后”大学生是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擅长
于在虚拟网络中获取信息，交流情感，他们是微时代的积极践行
者和拥护者，在此基础上，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得
不重新审视微时代下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方式，以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一、微时代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变”与“不变” 
（一）微时代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1.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教育者的权威受到质疑 
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扁平化，即每个拥有移动终端的个体都

可以是信息的传播主体，“传播活动逐渐‘去中心化’，甚至出现
‘无限中心化’的趋势”。微信、微博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让沟通方便快捷、零距离，成为大学生自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网络自媒体以其趣味性、娱乐性、窥视性等特性吸引了大学生的
关注，对大学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学生对网络自媒体
平台的关注度远远大于主流新媒体平台，包括学校微信公众号或
辅导员消息群等。然而，一些自媒体平台中充斥着怨恨、拒绝、
暮气等不良社会心态使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产生质疑，加剧了大
学生的逆反心理，对教育者，尤其是辅导员的信任度降低。 

2.传播内容的丰富化冲击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 
微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

海量信息未经辨别就进入大学生视野，这些信息中可能隐藏了许
多负面价值观，比如个人英雄主义、利己主义等，会对正在形成
价值观的大学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微时代中信息的传播
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系统性、完整性的信息就容易被忽略，
即时的、片段的、零碎的信息更受大学生的青睐。这种泛泛而谈，
止求片面理解的信息接受方式无益于提高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
去伪取真的能力。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学生要在“勤学、
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的要求是相悖的。 

3.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带来了舆情环境的复杂化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相对自由的信息发布平台，信息传播

方式呈现自主化趋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发布
信息、发表看法，在虚拟世界中评论、转发，畅所欲言。功利化、
庸俗化、趣味化信息甚至是负面价值观披上了“科学”“权威”
的外衣活跃在形形色色的文章中让大学生难以觉察其中的“微
妙”之处。由于发布信息主体的多元化，增加了追踪信息发布源
的难度，使得大学生被海量真假善恶难辨的信息包围，主流价值
观的覆盖和渗透难度加大。同时，微时代“圈对圈”的社群化信
息分享模式强化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情绪波动较大的大学生更
容易被不明信息所左右，增大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性。 

（二）微时代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调 

1.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没有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给学生传导

一种在比较的视野中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价值观”。微时代下，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必须
要充分运用新媒体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起来，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2.辅导员肩负“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没有变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肩负着把大

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不管信息传播方式、学生偏爱的语言体系如何改变，辅导员“立
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没有变。 

3.党和国家对辅导员应牢牢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的
要求没有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辅导员的九大主要职责之一。这要求
辅导员积极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阵地，主动运用网络新媒
体与学生“相互关注”，融入学生的“朋友圈”，通过创作高质量、
正能量的新媒体作品影响学生，达到潜移默化的认同教育。 

二、微时代下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1.把好脉——准确把握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和特征 
以微信、微博为主角，以短小、片段为特征的信息传播特征

的微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我们也
要客观的看见，微时代信息的交互性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增
强了思想教育资源的共享性，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贴近学
生、关照学生的新的载体。辅导员要在充分审视微时代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微时代下“00
后”大学生的心理诉求、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以便于有针对性
的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 

2.占好位——善用新媒体平台占领微时代宣传思想主阵地 
新媒体以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等独特优势，并

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迅猛的发展速度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影响着
现代人的生活。“00 后”大学生是新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之一，一
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运用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另一方面辅导员要主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平台，
构筑校园网络传播的新阵地，发挥组织优势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全覆盖，不断强化学生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3.排好队——着力打造高质量新媒体作品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吸引力 

短、频、快是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特质，集文字、图像、声音、
影像等于一体新媒体话语体系是新媒体深受“00 后”大学生青
睐的原因之一。高校应结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集中力
量打造一张关注量和关注度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平台专
属名片，定期推动高质量、高影响力、内容与形式俱佳的新媒体
作品，即在有“热度”的新媒体平台中推出有“温度”的作品，
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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