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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Z世代”主要指的是于1995年至2010年之间出生的人群。他们的成长与我国互联网的形成、发展几乎

完全同步。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Z世代”大学生棱角分明、自成一派，对互联网的接受能力很强。

但是，互联网络上的虚拟信息和其复杂性也危害着他们的成长。因此，怎样做好“Z世代”大学生在互

联网+时代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每一名高校辅导员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高校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应挖掘网络空间中的积极因素，与时俱进，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提升网络思政政治

教育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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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on Z” mainly refers to the population born from 1995 to 2010. Their growth is almost 
complete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As a new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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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ciety, “gener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have clear edges and corners, a strong ability to accept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virtu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its complexity also endanger 
their growth. Therefore, how to do well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gener-
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era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topic for every college 
counselor.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p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cyberspace,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novate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actual effec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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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这也为在互联网+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提出新的要求和难题[1]。“Z 世代”大学生群体与互联网同生同长，准确把握他们的特质，创新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才能有效提升育人效果，增强新时代的号召力与感染力，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 

2. “Z 世代”大学生的特质 

2.1. 个性独特，敢于亮出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和见解 

可以说，“Z 世代”大学生十分关心自己、国家和天下事。他们尽情展露自己个性的同时，也时刻

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世界。他们乐于在网上就各类突发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正义感十足。与互联网共

同成长的他们，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可以说，时代的烙印深深的刻在他们身

上，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形成共鸣。而在学习生活中，他们从未停止过亮出自己态度与观点，棱角分明，

个性独特。 

2.2. 坚持自我，有广泛独特的爱好 

与互联网同生同长的“Z 世代”大学生群体，生活中热衷追求各种小众的圈层文化。而随着 B 站、

网游、短视频、直播、动漫等小众文化逐渐崛起，属于他们的圈层逐渐形成，并且对他们影响越来越大。

互联网+时代下，他们爱好广泛，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也是丰富多样，如 B 站、抖音、快手、各大视

频网站。他们善于通过这些渠道完成学习，对信息获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他们热爱学习，爱好广泛，

也善于通过各自娱乐方式放松自我。“在 B 站上网课”的同时，也“在 B 站娱乐”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

照。 

2.3. 擅长学习，喜欢通过创造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Z 世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代，他们擅长学习吸收，再进行创造。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满足

于只是听从老师的安排，他们也更想充分理解后去表达自我的意见。特别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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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充分利用时代的便捷，创造了很多新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 

3. 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困境 

第一，高校辅导员特别是对待“Z 世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政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不够，思维仍停

留于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很好地利用互联网，建设满足“Z 世代”大学生群体特质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阵地[2]。而这种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或者“说教式”的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比较不

容易接受，或者产生抵触、反感的心理，所以导致育人的效果没法达到预期。由此可见，一方面高校中

部分辅导没有互联网思维，也无法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最新的互联网特点充分融合，与时俱进；另一

方面也未能成功构建符合“Z 世代”大学生群体所喜欢的“主流圈层思政圈”，其工作方式缺乏创新性。 
第二，高校辅导员对新媒体的学习主动性不够。互联网+时代下，大量的信息和各种新媒体 APP、平

台为新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种机遇[3]。但是，部分辅导员或因工作繁忙，无法顾及新媒体的

学习，也没有主动学习的兴趣，仅寄希望保持现状，用固有的原始的工作模式，应对互联网＋时代下的

最新的网络媒介，也不关心当前的网络流行语，无法在互联网+时代下，充分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也无法有效的引导 Z 世代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4]。 
第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并没有针对 Z 世代大学区群体，育人效果不甚满意。互联网+

时代下，整个世界被无限放大，但海量的信息中也存在着多种虚假、伪造、片面造谣的信息。“Z 世代”

大学生群体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很强，但仍不能很好地进行精准的甄别和深刻的思考，往往容易受到一些

负面影响，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困难。互联网时代下，“Z 世代”大学生关注点多，容易形成

自己的圈层文化，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容易被他们的圈层文化排挤在外。高校辅导员在对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没有针对这部分群体展开不同的教育方式，而传统固有的教育方式无法引起

大学生的共鸣与兴趣，这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主流声音比较难深入青年大学生的心中，育人效果

不佳[5]。 

4. 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路径 

4.1. 更新观念，充分了解“Z 世代”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一是进一步认识到当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特点，主动了解“Z 世代”大学生群体需求，

充分利用网络空间这一新的场域，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与思路，努力培

养自身的互联网思维[6]。二是高校辅导员要积极挖掘、激活创造、充分运用文化发展中所蕴含的有效教

育因素，紧跟“Z 世代”大学生时代文化潮流，借助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使“Z 世代”大学生在自己

熟悉的话语中深刻感悟其所蕴含的正能量价值，能够淋漓尽致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散发出来[7]。三

是精准地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质。针对网上存在的大量信息，且其中不乏一些冗余、甚者具

有明显误导性，高校辅导员要坚定政治立场，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帮助大学生从中获取到有效的、正面

的信息，不断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做好其思想引领工作。 

4.2. 因材施教，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一是高校辅导员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好“Z 世代”大学生群体接受新

鲜事物快等特点，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与之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不可用过去固有的“填鸭式”教育

的方式，盲目的将内容灌输给学生。要真正了解他们，因材施教，根据他们的特点，换位思考，结合到

当前最新最热的话题、新闻事件等，将学生的兴趣点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准结合，然后分别推送给

不同的学生群体，从而才能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使学生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坚定其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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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树立其正确的人生价值观[8]。二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断增加增强学生的兴趣点，构建

与思政教育相关的话语圈层，利用网络空间，最终是当代大学生乐于接受主流思政教育。辅导员要善于

引导，不断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将传统教育的内容与互联网充分融合，充分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9]。 

4.3. 更新交流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Z 世代”大学生群体习惯于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高校辅导员应合理运用各种新媒体平

台与学生建立连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充分利用

当下流行的各种聊天平台，了解当下最新的小视频 APP，了解把握学生关注的最新热点，与学生保持积

极的线上互动，不断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针对当前学生所关心的焦点问题，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充分

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进行有力的引导，充分他们的主动性[10]。通过对学生积极引导和与之互动，激发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从而达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真正的入脑入

心的效果。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Z 世代”大学生群体有独特的特质，通过创新思政政治教育方法、交流

方式等方面的路径，全面提升高校辅导员在网络思政政治教育工作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与健全高

校网络思政教育方式与手段，并能够把学生的关注点从纷杂交错的网络文化中转移到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的传播和树立上。高校辅导员始终处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线，更需要立足网络新时代，遵循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更新教育理念，适应“Z 世代”大学生群体的最新需求，使大学生在科学思

想政治指导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使大学生能正确审视自我，充满正能量，促

进大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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