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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环境和条件。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是实现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网络技术紧密结合，使其更新更活的重要途径。借鉴拉斯韦尔信息传播的“5W”

理论，从网络传播主体、网络传播受众、网络传播内容、网络传播媒介、网络传播效果5个维度构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方

法，选取200个高校共青团微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整体水平中等

偏上，小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提升空间较大；传播力较强的高校具备较高的影响力，及

时有效地以多元化方式更新思想教育信息，与大学生形成良性互动，强化网络思政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深度学习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5W  
Communication Mode 

Ying Li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Sep. 6th, 2022; accepted: Oct. 5th, 2022; published: Oct. 11th,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7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75
http://www.hanspub.org


李莹 
 

 

DOI: 10.12677/ae.2022.1210575 3767 教育进展 
 

 
 

Abstract 
The era of new media has given new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to the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close com-
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and network technology, so that it can be 
updated and more alive. Drawing on Lasswell’s “5W” theo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str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network communication sub-
ject, network communication audience, network communication content, network communica-
tion media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network com-
munication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200 microblog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bove av-
erage, and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ore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the universities who have 
higher spreading power obtain stronger influence than the others, they possess diversified ap-
proachs to update the informations ab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m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olleges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net-
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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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运用，微博、微信、抖音、B 站等新型传播媒介得以广泛应用，实现了

微表达、微传播和消费“微内容”，由此，当今社会进入了以主体平等自由、内容海量丰富、形式多样交互、

语境虚拟开放为特点的新媒体时代[1]。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占比最大。这表明高校抓住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动权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明确指示，

“要强化网络育人，大力创新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互联网思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

紧密结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更新更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践的必然产物，具有鲜

明的时代烙印[2]。伴随着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选用何种合理高效的评价方法，怎样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利

用网络传播的能力和效力进行科学评价，促使高校提升网络传播力，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 

2. 文献综述 

现阶段，我国学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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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的内涵、规律方面，徐世甫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赋权使得师生关系发展成为主体——主

体的主体间性关系，从而生成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3]。魏金婷从传播学层面分析，以传播

学中经典的 5W 模式为工具研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规律[4]。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提升策略探讨方面，吴珩等立足于政治传播视角，立足于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的特性指出要从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和教育接收方式三种渠道来创新高校网络思政教育[5]。苏如娟

分析提出通过“五力协同”即传播者的主体能力、教育内容的吸引力、传播方式的整合力、网络技术的

更新力、调动受众的主体动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传播力和影响力[6]。陈志勇等厘清算法推

荐与内容优质、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等之间的协同关系，从技术、内容、队伍、制度、保障五个方面提

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五个应对措施[7]。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评价方面，李伟东等通

过分析发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客体的虚拟性、方法的自主性和内容的针对性等特性，

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奠定了基础[8]。杨航等学者分析了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

力评估的内在逻辑和目标价值，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力评估平台、人员队伍、指标和制度四个

层次来构建实现路径[9]。徐科技在深度挖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内涵的基础上，从教育者、被

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五个维度来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10]。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发展、模式、治理等层面的理论探索，

这无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影响力的研究做出了一定价值的贡献，但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不足，

缺乏构建综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的具有针对性的、系统全面的评价体系。同时，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效力和能力，难以用平常的数学解析式来表达，为典型的

非线性问题，常规的评价方法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加权平均法等受各种主观性和随机性局

限，因此上述方法并不适于直接应用于本文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理论层面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基于深度学习的评价方法；实践层面以新媒体时代新型传播媒介之一的微博

作为研究平台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提升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网络传播力提供有效的依据和科学的借鉴。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内涵 

何为传播力？学者沈正赋认为，传播力是新闻媒体基于自身的业务水平，通过自身实践探索出来的传

播方式与途径，对于其覆盖范围内的目标受众形成潜在影响的一种能力[11]。网络传播是迄今为止最为先

进的传播媒介，网络传播力指的是网络媒体到达目标受众、影响社会大众、引领人民公众的能力，主要体

现在网络媒体的传播广度、传播深度、传播强度与精度、传播媒体先进性与传播生态等[12]。当前，思想

政治教育与传播进行交叉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于其具体的概念界定还存在分歧，可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基于教育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另外一类则是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

播。由于第二类观点囊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传播特点，因此，第二类观点

为大部分学者所采用，本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均基于此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信息传播是教育者有目

的的、有意识的通过网络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来达到彼此

共享、互动、共识的社会行为与过程[13]。综上所述，本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定义为：高校

教育者有目的的、有意识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接受和反馈，对高校学生施加的影响力。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是发生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的行为与过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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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韦尔在《大众传播模式论》中提出“5W”传播模式，传播过程具备五个基本的要素，即谁、说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也就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

[14]。借鉴该模式，本研究以网络传播主体、网络传播受众、网络传播内容、网络传播媒介、网络传播效

果和网络传播风险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的 5 个一级指标。通过借鉴已有的研究和文献，

在 5 个评价维度上选取 17 个二级指标。最后，充分考虑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结合，提出 30 个三级指

标，见表 1。这一指标体系的确立，对于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过程要素与技术框架、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表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网络传播主体 A1 

教育者 B1 

知名度 C1 

影响力 C2 

传播意向 C3 

平台管理者 B2 
信息处理能力 C4 

专业操作能力 C5 

网络传播受众 A2 

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 B3 

网络信息安全知识 C6 

网络信息安全意识 C7 

网络信息运用能力 C8 

网络信息道德修养 C9 

大学生表现力 B4 

话题关注度 C10 

话题参与度 C11 

教学认可度 C12 

网络传播内容 A3 

内容时效性 B5 
时事政治更新频率 C13 

社会热点更新频率 C14 

内容创新性 B6 
内容原创性 C15 

形式多样性 C16 

内容丰富性 B7 
标题新颖 C17 

主题广泛 C18 

网络传播媒介 A4 

新媒体平台辨识度 B8 
官方名称 C19 

官方认证 C20 

新媒体平台服务性 B9 
功能版块 C21 

消息回复 C22 

新媒体平台推广度 B10 
定时推送 C23 

深度阅读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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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网络传播效果 A5 

大学生认知 B11 
关注量 C25 

阅读量 C26 

大学生情感 B12 
互动量 C27 

点赞量 C28 

大学生行为 B13 
转发量 C29 

评论量 C30 

3.2.2. 评价指标的含义 
1) 网络传播主体 
研究网络传播主体是评价传播力的基础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过程中，主要包含教育

者、平台管理者两个主体。对于教育者而言，教育者的知名度、影响力越高，大学生对于其发布的内容

越认可。对于平台管理者来说，不同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专业操作能力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使用体验。 
2) 网络传播受众 
网络传播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信息受众方，是信息受众的主观评价[15]。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素

养是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综合素质。选取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与大学生表现力构成网络传播受众的

二级指标。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各构成要素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网

络信息安全意识是先导，网络安全信息知识是基础，网络信息能力是核心，网络信息道德修养是保障。

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出发，本研究聚焦于受众，从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和行为心理需求角度出发，其群

体对相关思想政治话题的学习与关注程度、投入与交流程度、满足与认可程度尤其能体现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网络传播对于大学生所施加影响的大小。 
3) 网络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具有时效性、创新性与丰富性能助推提高网络传播力。网络传播内容作为网络信息传播的

客体，是传播过程中有相互关联的多种符号结合在一起进而表达特定完整含义的结合体[16]。这些信息一

般包含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传播内容的时效性、创新性与丰富性和传播力紧密相关。高校通过微

博平台搭载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事件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激励大学生对社会现实和道德问题的

思考与判断，以此加深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接收与理解。 
4) 网络传播媒介 
网络传播媒介对于传播影响力有显著的影响。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新媒体平台的信息流与影

响流主要受平台辨识度、服务性与推广性的影响。因此，选取平台辨识度、服务性与推广性 3 个二级指

标。辨识度高、服务性好并且推广能力强的微博账号有助于大学生识别并持续关注。功能板块齐全且消

息回复互动的微博号能方便大学生查询、获取信息，形成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加强用户粘性。 
5) 网络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传播力强弱的最终体现。“认知–情感–行为”阶梯模式理论认为，认知效果表现为信

息的接受；情感和态度效果是心理层面的反应；行为效果是在信息的接受与理解后，情感态度发生转变，

对事物采取行动[17]。选择大学生认知、大学生情感、大学生行为 3 个二级指标。大学生关注、阅读思想

政治教育类信息实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信息的认识；互动、点赞能通过情感分析确定大学生

对博文持赞同、中立或反对的情感倾向；转发、评论是大学生经过信息认知、态度到行为阶段的直观表

现，从数量上直接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大小。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75


李莹 
 

 

DOI: 10.12677/ae.2022.1210575 3771 教育进展 
 

4.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模型构建 

4.1. 深度学习适用性评价 

深度学习属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种方法，能促进管理者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实现决策科学化，

从而改善其决策的质量。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一种运用学习样本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特征表达的人

工智能技术，其本质为包含多个隐藏层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18]。 
将深度学习方法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相比其他评

价方法，深度学习在处理较高维度数据的复杂结构问题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

播力评价体系是一个包含多个因素的复杂综合系统，若直接使用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独立成分分析法

等线性分析方法，将不同维度影响因素投影到同一方向降维，会丢失各因素间可能存在的未知联系，导

致最终的测算结果精确度降低[19]。深度学习极大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测算的科学性与准

确性。其二，深度学习算法信息并行存储，容错率高且其具备强大的自动学习能力的特征能在模型训练

运行过程中进行自适应调整，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为评价造成的主观不完备性。 

4.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深度学习算法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模型，见图 1。该模型采用 Python 爬

虫技术和专家打分法获取定性、定量数据，形成样本数据库，对数据进行缺省值处理与归一化处理，从

而完成样本数据的预处理。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则进入深度学习训练模块。在深度学习训练过程中，

不断调整权值和阈值，通过反复迭代训练学习样本，使实际输出值逐渐逼近期望值，在误差达到设定要

求后训练结束，以此获得的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深度学习训练和学习后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

播力评价模型。利用这一评价模型就可以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在输入层输入相应的

评价指标数据，输出层输出分数，即可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 
 

 
Figure 1. Evaluation model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模型 

5.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 

5.1.1. 样本选择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分层抽样识别出 300 个高校共青团微博账号，对其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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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搜索与识别，剔除已经停止运营，只有微博账号没有发布微博的账号，最终保留了 200 个高校共青团

账号作为基础样本。 

5.1.2. 数据获取 
1) 定量指标量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的定量指标有 C25~C30，采用 Python 爬虫技术对高校共青团微博

账号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以此来获取定量数据。为尽可能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误差，对于内容原创性 C15、
形式多样性 C16 这两个指标，本文用含 “原创”标识的文章占文章总数的百分比以及以“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形式编辑的文章占文章总数的百分比方式进行定量化研究。 

2) 定性指标量化 
除了以上定量指标，其他评价指标均为定性指标。定性指标的量化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进行，采用

5 分制形式打分，分值越大则代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微博传播力在该指标表现的越好，请专家浏览体验

各高校共青团微博账号主体实力、内容板块等，结合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解释依次给各个指标打分，形

成最终的研究数据。为了减少个人主观判断评价的误差，采用几何平均值的方式得到量化后的数据。 
为了数据保密性，将样本编号为 1~200，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展示部分样本数据见表 2。 

 
Table 2. Partial sample network communication power data 
表 2. 部分样本网络传播力数据 

序号 C1 C2 C3 C4 C5 ... C29 C30 

1 4.6 4.6 4.3 2.8 3.75 ... 2185 2963 

2 4.9 4.9 4.6 4.1 4.5 ... 1783 4312 

3 4.6 4.6 4.9 2.6 3.6 ... 19434 29557 

4 4.9 4.9 4.9 3.5 4.2 ... 5325 5141 

5 4.1 4.1 4.9 3.8 3.2 ... 1007 6010 

6 4.7 4.7 4.1 3.8 4.25 ... 739 969 

7 4.9 4.9 1.5 3.5 4.2 ... 977 2153 

8 4.8 4.8 3.2 2.9 3.85 ... 22 21 

9 4.2 4.2 4 2.8 3.55 ... 8 4 

10 4.1 3.5 4 3 3.6 ... 127 243 

5.2. 评价结果与分析 

将数据输入到建立好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模型中，采用等宽度法对

最终得分进行等级划分，最低综合得分为 1，最高综合得分为 5，区间个数为 5，评价等级为 A、B、C、
D、E 五个等级，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非常好、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五个等级。最

终得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评价结果。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0 个样本最终的评价等级分布

在 A、B、C、D 四个等级即非常好、好、一般、比较差。在 200 个样本中，有 9 所高校共青团微博传播

力评价等级为非常好，高于整体平均水平；有 90 个高校的微博传播力为好，占总体的 45.5%，有 47.8%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为一般，占比最多，而仅有 2.4%的高校网络传播力为差。上述结果表明，

本文研究的 200 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整体水平中等偏上，小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

播力的提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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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四个不同评价等级的样本进行对比以此发现四个等级 30 个指标之间的差距。对

比结果表明，在网络传播主体维度，影响力 C2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大小影响较大。网络传播力

评价等级为较差的样本在影响力 C2 的数据表现明显落后于评价等级为非常好、好、一般的样本且等级为

非常好、好、一般、比较差的样本在该指标的得分皆呈现阶梯下降的情况。究其原因，发表博文的教育

者在其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积极转发官媒思政信息且影响力大的意见领袖会获得大学生的认可，

实现积极正确的价值信念和道德观念对大学生的有效影响与引导。 
在网络传播受众维度，评价等级为非常好、好的样本在话题参与度 C10、教学认可度 C11 两个指

标的数据显著高于其他等级，可见该类高校了解和把握大学生“在场介入”的心理需求，消除网络空

间的距离感，或以虚拟人物卡通树立亲切和蔼的具象化形象激发大学生主动参与思政类话题讨论与学

习的热情，在实践层面使大学生完成“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促使网络思政教育效用的

最大化。 
在网络传播内容维度，评价等级为非常好的样本在时事政治更新频率 C13、形式多样性 C16 两个指

标数据接近满分，这表明该类高校共青团微博能较好地践行形式与内容并重，通过浏览该类高校共青团

微博发表博文发现，文字呈现贴近大学生生活，实现了从抽象话语到现实情境的转译，使用视频、图片、

直播与超链接等多种表达方式，发布的内容紧跟时事政治，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网络传播的吸引力与传播广度。 
在网络传播媒介维度，传播力为非常好、好的样本在定时推送 C23 数据结果明显优于传播力一般与

差的样本。在一段时间的追踪观察该类高校共青团微博后，发现其发布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信息数量较多，

并且几乎能实现定时推送博文信息，实现精准化传播，能够较好满足大学生对于思政类信息的认知需求，

及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内容，让大学生更有效、快捷地接受思政类信息，自我行为上调整，

最大限度的获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带来的精神上的养分。 
在网络传播效果维度，关注量 C25、点赞量 C28、转发量 C29、评论量 C30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传播力大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部分传播力较强的关注高校共青团微博的大学生群体越多，对于其

发布的思政类信息兴趣度越高。该类高校注重理论灌输与现实探讨，活跃度高的大学生表现出转发、评

论、点赞等一系列互动行为，进行“选择性”与“再生产式”的信息再传播，避免了单向度灌输，形成

对话双方的沟通，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深化思政类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6.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仍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通过调研分析可知，在新媒体时代

背景下，研究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整体水平中等偏好，而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

力水平显著低于其他高校，该类高校的思政网络传播力提升仍具备无限的潜力，这说明传播力弱的高校

并未扮演好意见领袖把关人的角色，不能很好地构建和实现青年话语体系，促进思政教育信息精准化传

播的能力不够。 
为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力的进一步提升，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高校教育者作为传播

的中介点，应当积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不断挖掘新的议题，始终引导大学生对思政话题的思考。第

二，保障传播内容的易受性和亲和性，尊重大学生的核心地位，挖掘大学生身边的先锋模范作为思政教

育素材，同时采用多样化、年轻化和动态化的叙述方式，依托音频、视频和直播等多元形式把复杂的理

论和抽象的思政话语具象化。第三，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用户画像，用算法对大学生的关

注、点赞、转发和评论的行为进行分析，以便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精准化网络传播，以此来提升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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