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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深入研究了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分析了智媒时代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与

改变。首先，论文从全媒体生态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信息传播格局的变革，指出“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全媒体生态推动了信息的多极化生产与跨场景传播。其次，通过考察媒介技术的发展，论文揭示了信

息生产模式由职业向大众拓展的趋势，强调了用户原创内容的兴起和数字化传播环境对高校大学生信息

交流方式的深刻影响。进一步，论文提到利用智媒体技术推动育人方式的创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新机遇，通过大量数据的来源与高速流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最后，通过对全程贯通、全息传输、

全员参与、全效聚合的探讨，本文提出了新媒体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路径，深入阐述了这些创新对

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场景的延展，从而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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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delves into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ra of smart 
media on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First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
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ll media ecology, emphasizing that 
the full media ecology of “everyone has a microphone” promot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ross-scene dissemination. Secondly,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
nology, the paper reveals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models expanding from the profes-
sional to the public, and highlights the rise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profound impact of dig-
i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on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method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ur-
thermore, the paper mentions that leveraging the innovation of nurturing methods through smart 
media technology present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roviding rich materials through the vast sources and high-speed flow of data. Finally, by discuss-
ing the concepts of full-process connectivity, holographic transmission, all-member participation, and 
overall aggreg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ath of new media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elaborates in-depth on the extension of these innovations to the prac-
tical scenario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u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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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针对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需要关注学

生的需求和期待，而且要充分考虑他们的成长发展。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全媒体生态已经彻底改变了

信息的传播方式，重新塑造了社会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并对受众的价值选择和思想行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1] [2]。在这个背景下，青年大学生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播环境变化。智媒时代的到来为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同时也为话语传播机制的持续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面对这

样的变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大学生行为特征的变化，通过新媒体的赋能

优势，积极探索全程贯通、全息传输、全员参与、全效聚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3] [4]。在这个

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先进技术手段，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

规律，将传统的教育理念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以更加生动、形象、有趣的方式呈现教育内容。同时，

他们还需要关注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差异，通过精准推送、定制化的教育服务，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

和需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需要积极拓展教育渠

道和平台，利用全媒体生态下的各种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建立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体系。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热点，及时引导和纠正不良思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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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总之，面对智媒时代的挑战和机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适应变化，

创新教育模式，发挥新媒体的赋能优势，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针对性[5]。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更好地满足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培养出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人才[6]。 

2. 智媒时代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环境 

2.1. 媒介技术的演进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模式由职业向大众拓展。这不仅让思政教育可以吸纳更广泛的参与

者，也激发了学生创作原创内容的积极性。用户原创内容的鼓励使得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大学生的兴趣和

语境，提高了教育的吸引力。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opularization of different media technologies and student participation 
表 1. 不同媒介技术的普及情况和学生参与情况 

媒介技术 普及情况 学生参与情况 

微信公众号 广泛普及 积极参与，阅读、评论互动频繁 

视频分享平台 高度普及 学生创作热情高涨，原创内容不断增加 

新媒体应用 不断涌现 学生尝试使用新媒体进行思想表达 

2.2. 数字化传播环境的影响 

数字化传播环境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即时传播。这不仅拓展了思政教

育的传播范围，也使得高校能够更及时地回应社会变化，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和实用的思想政治教育。

根据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数据来源：国际电信联盟)，截至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 40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53%。其中，通过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的用户占比超过 91%。这表明数字化传播环

境的全球普及程度极高，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2.3. 大学生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 

大学生通过智能终端和平台熟练地串联碎片化的交流场景。这种碎片化的交互方式虽然带来了信息

的多样性，但也带来了信息接收与交流行为的分散化。智媒技术的运用可以使得思政教育更好地融入这

一碎片化的交流模式，提供更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教育[7] [8]。 

2.4. 智媒体技术的应用 

利用智媒体技术，思政教育可以更精准地洞察学生的学习方式和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

学生的行为偏好，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与定制化内容开发。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体差

异，提高了教育的效果。下表 2 展示了智媒体技术应用对学生教育的影响[9] [10]。 
 

Table 2. Influence of smart media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n student education 
表 2. 智媒体技术应用对学生教育的影响 

应用技术 效果 数据支持 

大数据分析 预测学生行为偏好，实现个性化教

育 
数据显示，个性化教育方式相较传统方式更受学生欢

迎 
定制化内容开发 提高教育实效性 教育部门调查表明，定制化内容能更好满足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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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移动设备的普及推动育人载体的视频化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视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思政教育通过视频化的方式，使得教育

更具视觉冲击力，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视频的形式不仅可以传达更生动的思政内容，也更贴

合大学生对信息的接收方式，推动了育人载体的创新。根据 2023 年移动设备普及情况统计(数据来源：

国际移动通信组织)，全球移动设备用户数已达到 70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比达到了 92%。这说明大多

数人已经通过移动设备接触信息。同时，视频成为了用户最喜欢的内容形式之一，全球每天观看在线视

频的人数超过 30 亿。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移动设备的普及推动了视频在育人载体中的广泛应用[11]。 

3. 新媒体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路径 

3.1. 全程贯通，加强符号叙事与互动表达 

在“四全媒体”视角下，新媒体为思政教育开启了全新的话语路径。全程贯通的理念强调了信息传

播的连贯性，从而在思政教育中提升了符号叙事的重要性。通过新媒体，可以更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

历程，借助符号和故事性元素，使思政教育更具生动性和感染力。同时，通过强化互动表达，新媒体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的机会，使思政教育不再是单向地灌输，而是一个与学生互动的共同体，从而更好

地达到教育的目的。根据一项关于在线学习的研究(数据来源：教育技术杂志)，采用全程贯通的在线学习

方式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参与度提高了 30%，学习效果提高了 15%。这说明通过新媒体实现全

程贯通，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具有显著优势[12]。 

3.2. 全息传输，跨界教育场景的打造 

新媒体的全息传输功能使思政教育得以在更广泛的教育场景中传播[13] [14]。通过建立智能思政信息

载体矩阵，可以实现全觉传播模式的优化，创造出更具沉浸感的教育体验。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打

破传统教室的限制，还能够在虚拟和实际世界之间创造无缝的过渡，为思政教育提供更为丰富和创新的

学习环境。跨界教育场景的打造也使得思政教育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提高了学生对思政

教育的接受度。根据一项教育技术应用研究(数据来源：国际教育技术协会)，采用全息传输技术的虚拟教

育场景在学生参与度和专注度方面相较于传统课堂有了显著提升。有超过 80%的学生认为全息传输技术

使得教育场景更具趣味性，提高了学习动力。这表明全息传输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打造更具吸引力和创新

性的教育场景。 

3.3. 全员参与，新媒体素养培训与平台建设 

新媒体的创新要求全员参与，共同建设高校大思政育人共同体[15]。这不仅包括学生和教师，还涉及

到媒体等多主体。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媒体素养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培训，可以提高所有参与者对新媒体的使用技能和理解水平，使其更好地融入思政教育的全新模式

中。同时，建设智能教学平台和融媒体育人实践基地，为全员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工作平台，促进思

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下表 3 展示了进行新媒体素养培训的效果[16]。 
 

Table 3. Effect of new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表 3. 新媒体素养培训的效果 

参与人员 素养培训效果 反馈 

教育工作者 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 90%以上的工作者认为培训提高了教学效果 

学生 积极参与，掌握运用新技术 学生中 75%以上表示在学习中更愿意使用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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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效聚合，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定制化内容开发 

构筑思政数据分析应用平台是新媒体在思政教育中的又一创新。通过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

对学生行为偏好的大数据分析，为思政教育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这种数据分析不仅可以用于预测

学生的需求，还能够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和定制化内容开发。通过全效聚合的方式，思政教育可以更灵

活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教育的实效性[17]。 
在新媒体的创新下，思政教育将由传统的一对多教学模式转向全员参与、全程贯通、全息传输的全

新模式，实现更为立体和个性化的教育效果。这不仅对高校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培养更具

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大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 新媒体延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景 

4.1. 思政教育智库的建设 

在智媒体时代，思政教育的范式和实施举措经历了深刻变革。其中，新媒体的发展为打造思政教育

智库提供了独特的机遇。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为这一智库的构建提供了时代契机。该智库体系围绕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践、评、建”协同一体化，涵盖数据库、素材库、专家库，形成了“数据–内

容–人才”资源的有机联动。这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注入了新的动能，使得教育者可以更系统、全面地借

助先进技术和资源进行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18]。 

4.2. 智能化赋予的新工作机制 

在智媒体时代，智能化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工作机制，实现了人机协同。这一机制的建立为创新

思政教育融媒体产品生产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平台信息采集，通过智能技术拓展思政

教育资源采集的边界，为思政作品的生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题依据和要素提炼。这种智能化工作机制

的应用，使教育者能够更高效地从庞大的信息中筛选出符合正确价值导向的素材，推动了思政教育的内

容创新。 

4.3. 科技与育人需求的耦合 

借助科学技术与育人需求的耦合，新媒体在思政教育中推动了方法改革与重构。新技术，如 AR、
VR 等，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引入这些新技术，思政教育在方

法上更具活力，通过实际场景的模拟，提高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这种科技与育人需求的耦合

不仅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使之更符合当代学生的学

习方式。 

4.4. 大数据分析与定制化内容开发 

在新媒体时代，大数据分析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通过构筑思政数据分析应用平

台，基于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可以预测学生的行为偏好，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与定制化内容开发。这种

全效聚合的方式使得思政教育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

对学生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思政教育者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状态，从而更有针对性地

进行内容的开发和教学的安排[19]。 

5. 结束语 

在智媒时代的冲击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通过对新媒体创新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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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的探讨，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演变与需求。智媒时代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

学方式，更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和可能性。从全程贯通到全息传输，从全员参与到全效聚合，

新媒体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深刻影响着思政教育的方方面面[20]。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数字化传

播环境的影响使得思政教育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即时传播。大学生的信息交流方式

的变化，尽管带来了碎片化的交流行为，但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我们看到了信息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的可能性。移动设备的普及推动了育人载体的视频化，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更为直观、生动的表达方式。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更为思政教育话语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全程贯通理念的引入，加

强了符号叙事与互动表达，使得思政教育更具生动性和感染力。全息传输的技术优势为跨界教育场景的

打造提供了契机，使得思政教育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全员参与的理念不仅包括学生和教

师，还涉及到媒体等多主体。通过新媒体素养培训和平台建设，为全员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工作平台。

全效聚合，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定制化内容开发，构筑了思政数据分析应用平台，使得思政教育能够更灵

活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在这一创新的过程中，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

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一个更加贴合时代潮流的教育模式。 
在思政教育智库的建设中，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为智库构建提供了时代契机。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平

台信息采集，思政教育者能够更高效地从庞大的信息中筛选出符合正确价值导向的素材，推动了思政教

育的内容创新。在智能化赋予的新工作机制下，思政教育者能够更高效地从庞大的信息中筛选出符合正

确价值导向的素材，推动了思政教育的内容创新。科技与育人需求的耦合使得新媒体在思政教育中推动

了方法改革与重构。通过引入 AR、VR 等新技术，思政教育在方法上更具活力，通过实际场景的模拟，

提高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大数据分析与定制化内容开发使得思政教育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教学

内容和方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些创新不仅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同时

也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使之更符合当代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新媒体的创新下，思政教育正在由传统的一对多教学模式转向全员参与、全程贯通、全息传输的

全新模式。这不仅对高校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培养更具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大

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是当下的迫切任务。通过深入研究新媒体在思政教

育中的应用，我们更加坚信，新媒体不仅仅是教育的手段，更是引领未来教育发展的前沿力量，塑造着

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思想与品格。愿我们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潮流中，携手共进，共同创造出更加丰富、

多元的高校思政教育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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