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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 
◆伍仲颖 

（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摘要：如何掌握在互联网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权，是当前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中的现状及面临的机遇、

挑战分析，从队伍建设、传播观念、舆论导向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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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方

式的催生，人类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这些都不同程
度的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形成与传播，也影响着人们思想素质和价
值观的形成。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也将面临复
杂而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得基本网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网络环境下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的覆盖

范围越来越广，网络传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巩固马克
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带来了新的契机。其一，网络传播彻
底打破了信息传递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这将大大增加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受众数量和范围。其二，在网络互动平台上，网民的
主体地位得到体现，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使马克思
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其三，网络具有海量的存储功能，可以把马
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论述通过网络高速传播，可以开阔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视野。其四，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集声
音、图像、文字、动画、视频等于一体，，从而使广大民众更容
易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网络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机遇
的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一，西方
国家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方面的具有垄断地位。而公众很多时
候要通过信息对世界进行认识，这就意味着西方网络文化霸权的
侵蚀，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二，由于技术
原因，现在对网上信息很难做到严格的审查和核实，网络也变成
了容量巨大的垃圾场，这容易致使网民是非观念不清，社会责任
感降低。其三，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络中传播的信息具有很大
的自由空间，这也给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提供了便利，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其四，马克思
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导致大量低学历网民在理解和
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很大障碍。 

三、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 
在全新的生存方式、话语方式与文化境遇中，能否把握住网

络传播的特点和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能否真正占领网络阵地，能否为大众所认知、认同。 

第一、面对网络化的机遇和挑战，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
纪律严、作风正、专兼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工作队伍，是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在网络环境下，思想文化
价值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工作
队伍更应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道德素
质。只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才能在复杂的网络世界中
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引导，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辨别能力和
免疫力，才能积极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迫切需要一
支同时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过硬的业务素质的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网络队伍。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应主动加强有关网络知识学习
和技能的培训，努力学习网络技术知识，能熟练掌握、维护和管
理马克思主义网络教育建设体系的基本技能，并且要能够熟练运
用网络工具。再次，要坚决抵制伪科学的任意传播，大力宣传马
克思主义无神论、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唯物论的教育，在网络中
广泛而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阵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下，建立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阵地，这是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络体系，占领网上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教育阵地，建立能发挥网上宣传教育功能、监控不
良信息传播的网络体系，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共享的优势，建立以
中央网络系统为枢纽、各网点为支撑的网络系统，使广大群众能
接受到形象生动、有效可信的科学的思想观念、知识信息，形成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格局。其次，制作软件，加大网络宣
传力度，其内容应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生动形象的计算
机软件程序，不能单纯的理论教育，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现
实，聚焦社会现实中的问题，解答人民群众疑惑的问题，真正地
为人民群众服务。 

第三、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
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
依托的工具和途径，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电视已由传统的家庭走
向分众化途径，普及分布在商场、广场、宾馆、火车、汽车上，
而网络更是借助于技术的发展，从以前的台式机逐步发展到笔记
本、手机等各种便携式设备上。在网络环境下，要努力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力图使我们的民族在思想素质上有一个较大的提
高。 

第四、由于网络进入人类社会活动的时间相对较短，国家有
关网络化管理政策还不够完善。建全国家网络化管理政策，也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政策支持。为了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国家政策。首先，以目前网络
发展的趋势来看，现有的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也是不适应的，对
网络行为、网络安全起不到全面保护作用。因为网络本来就是复
杂的，涉及到网络的法律问题更是复杂。因此，要加强网络立法，
制订一套专门的网络法律体系，势在必行。其次，因为网络的匿
名性很容易导致随意性，致使许多人不负责任地发布虚假信息或
者未授权信息，所以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念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培养网民的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能力，以道德自律，维护网络秩序，形成一种健康的、
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再次，要阻止不良信息进入网络，必须加
强并提高系统的安全性。通过努力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健壮性、
改进技术，采用 新的技术手段，对信息源和信息束及时跟踪监
视和破译以堵塞漏洞，及时控制以免诱发犯罪。这些都需要不断
加强和完善有关的安全防护措施。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如何占领互联网上的传播阵地，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传统媒体上牢牢掌握舆论宣传的
主动权，那么，只要能够努力克服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
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红旗一定能
够在比特之城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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