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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舆论传播方式和舆论场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媒体以其传播速度快、思想观点众多、

覆盖面广等特点，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重要平台。在“新媒体+”语境下，高校

主流舆论阵地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青年学生作为高校的主要群体，加强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不

仅关系到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与守牢意识形态阵地有关。据此本文分析“新媒体+”
语境下高校主流舆论阵地的建设，从“新媒体+”视域分析当前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面临的问题，并

进一步提出做好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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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new media,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ay of public opinion com-
munication and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New media, with its fast communication speed,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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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ous ideas and viewpoints, and wide cover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people to ob-
tain information, exchange ideas, and express their wishes. Platform,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
dia+”,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n universities faces new oppor-
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young students are the main grou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
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young students establishing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but also to main-
tain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and furth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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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教育部一再强调各

大高校要加强对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教育。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播

方式，还带来了全新的媒体生态，其中之一便是舆论主体愈发多元化。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面临着学生思

想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挑战，舆论从形成之初到意见扩散，都更容易受到新媒体各种思潮的影

响，负面的舆论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1]。在当今复杂的新媒体语境下，高校需要借

助新媒体优势，加强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牢守意识形态阵地。 

2. “新媒体+”语境下做强高校主流舆论阵地的必要性 

2.1. 网络舆论复杂化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网民数量巨大，总人数超过 10 亿，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

得网络舆论逐渐呈现出扁平化、非理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相对以往，每个人在网上发声的机会有所增

加，普通学生作为社交媒体传播中的个体化节点，也可以成为舆论的制造者与推动者。但网络的匿名性、

自发性、非理性以及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使得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不同利益群体往往会发出不同

的声音，最终出现带有目的性的舆论。通常来说这种表达具有个人情感，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分析和判

断，容易引发谣言、虚假信息等问题，导致青年学生受误导。 

2.2. 多元文化渗透带来新挑战 

在网络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观点在同一平台上并存，互相影响，这不仅丰富了舆

论内容，也带来了更多的舆论主题，从而使得舆论引导变得更具挑战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

观点的碰撞和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舆论的分歧和争议。在网络上这种冲突和误解会被放大和扩散，进

一步加剧舆论的分散和不稳定性。而且，网络上的偏见、煽动言论等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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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借助网络热度向青年学生宣传西方普世价值，煽动青年学生群体追求利己思想和享乐主义，对青

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也增加了高校舆论引导的难度。 

2.3. 青年学生易受网络思潮影响 

在网络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交替出现，这些思潮在

展示年轻一代活力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解构着传统主流价值观。大学生正处于道德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

他们在经历自我认知、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等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尤其是部分青年学生在

学习和了解党史国情方面存在不足，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深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

网络信息时容易受到误导。部分青年学生可能会降低对历史事件真实性和教育意义的辨别能力，进而影

响他们对于社会的深度认知，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感，不利于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社会价值观[2]。 

3. 当前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存在的不足 

3.1. 新媒体平台“融而不合” 

目前，许多高校开通了除校报、官网之外的微信、微博、抖音号、B 站号等新媒体账号，通过新媒

体平台进行主流舆论的宣传，但部分高校并没能根据不同平台的不同特点进行融合传播，没有建立融合

共通的采编生产机制，资源无法共享，不同平台仍旧是独立地进行内容生产[3]。虽然形式上这些新媒体

平台同属于高校官方媒体，但是不同平台的负责人仍然按照原有的内容生产方式和平台规则走自己的流

程，而不是“一次采编，多元生成”。高校新媒体融合只是形式上的“相加”，而没能实现内容收集、

采编流程、发布渠道的真正融合。虽然也有高校尝试建立融媒体生产平台，但是囿于已有内容生产机制

和不同部门工作人员的局限，仍未建立起选题策划、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等制度。这就导致融媒体

的生产流程存在局限，也加大了沟通、审核和修改的成本，影响了新闻内容生产的效率，拉长了宣传报

道的发布周期，导致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主流舆论宣传的需要。 

3.2. 宣传内容枯燥，互动性不足 

在高校新媒体平台宣传内容方面，校园媒体常常被当作权威内容的“扩音器”和领导的“传声筒”，

发布的内容集中在领导出席某个活动、讲话、政治理论学习等有关。在这种宣传模式下，高校主要新媒

体宣传内容比较传统，宣传的内容往往偏向政治理论，导致输出内容过于强调机械的政治说教和抽象的

理论灌输，难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部分高校主流舆论宣传缺乏与学生的互动，比如某些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通常是文章发出之后便意味着传播结束，不太关注学生的回复，文章评论区冷冷

清清，这种传播模式不仅限制了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也无法真正实现与学生的进一步交流，无法有效地

吸引和留住学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对高校的归属感。 

3.3. 学生选择性观看，宣传报道传播范围有限 

尽管新媒体平台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但由于用户的多样性和兴趣差异，高校主流舆论宣传报道在

传播过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通常只在学生粉丝群体中传播，而在其他群体中则可能鲜有传播。学生通

过关注特定话题、选择性地点击内容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息，来满足其自身的知识获取和社交需求，

更倾向于参与那些与自身兴趣相符、能引发共鸣或直接关乎个人生活的话题，在这些内容下进行评论、

点赞，或者分享给其他学生。比如高校官微发布的招生简章、师生专访、创意图文等内容，阅读量通常

会较高，在朋友圈传播的范围也更广。然而，对于一些政治理论学习等内容，学生的互动和参与度大幅

降低，相对的阅读量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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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措施探析 

4.1. 加大新媒体平台融合力度，构建“大宣传”格局 

高校宣传部门作为高校主流舆论思想工作的“总指挥”，要统筹、协调好全校的宣传战线力量，充

分调动各二级学院、部门的资源，实现上下协同合作、内外资源互通，构建学校党委整体领导、宣传部

综合管理、各校内部门紧密协作、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大宣传”格局。要根据不同新媒体平台的特点

和优势，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通过定期的沟通、协商，使各平台之间能够互相支持，避

免出现某一平台单打独斗，最大化地发挥已有资源的宣传作用[4]。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加大新媒体平

台融合力度，重组机构，构建融媒体平台，实现内容收集、采编流程、发布渠道的真正融合，以此打通

校内现有媒体平台，整合学校网站、微信、抖音、视频号等图片和视频资源，打造“一次采写、多元生

成、多平台分发”的融媒体中心，为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做好平台保障。 

4.2. 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与年轻受众同频共振 

主流舆论内容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流舆论的引导力。年轻一代高校学生的成长伴随着网络

的高度发达，更喜欢开放多元的网络文化和网络用语，因此高校新媒体平台要转变话语表达方式，用年

轻人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表述，话语表达要接地气，而且要“讲人话”，用平易近人的文字来解释晦涩难

懂的政治理论，善用“网言网语”，表达要有“人情味”。 
同时在文章的评论区下，要重视与受众的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在看文章时会先看评论区，评

论区的内容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学生是否要去看正文。因此高校主流舆论引导不能放弃评论区这块阵地，

要重视评论区管理。通过回应学生提问、解答学生疑惑等方式，实现与学生的实时互动，以此拉近高校

与学生的距离，及时了解学生的反馈，从而不断调整话语表达方式，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 

4.3. 坚守“内容为王”，提升文章可读性 

高校新媒体平台的主要受众是青年学生，要想在海量信息中获得青年学生的注意力，增强针对青年

学生的主流舆论引导，高校新媒体平台应该坚守“内容为王”的原则，发布的内容应当具备高质量、有

价值的特点，涵盖有关高校的重要动态、政治教育改革等方面，要充分利用与年轻学子紧密接触的优势，

推进更加符合现实的内容制作，内容不能局限于学校领导的相关活动或新闻事件，更应该将传播视角转

向学生所需、转向师生日常生活。 
同时加强技术方面的创新，利用好不同平台的传播特色，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比如在微信端，

可以多采用图文结合、“一图读懂”或者是交互排版的方式，增加内容可读性；在抖音、微博、哔哩哔

哩等新媒体平台，多发布高质量视频，以多种方式将主流观点与大学氛围、学校特点有机结合，通过创

造有温度、有品位、富有特色的报道，引发青年学生对主流舆论的情感共鸣和自发认同[5]。 

4.4. 完善宣传队伍能力建设，凝聚传播合力 

专业的宣传队伍是高校加强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基础，要提高主流舆论阵地的影响力，就要加强宣

传队伍的能力建设。高校宣传人员应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要深入“网

上舆论场”和“网下舆论场”，多深入师生，了解学生所想、所需，获取更多信息源，更好挖掘师生中

的典型案例，发挥身边的榜样的代表作用。同时除了官方部门运营的官方账号外，还应倡导受学生欢迎

的老师、辅导员等建立个人新媒体账号，由身边的人分享他们的观点、经验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善用

“前辈”力量，能够更自然地引导青年学生，强化主流舆论的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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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完善高校舆情监测机制，加强负面舆论的监管 

面对互联网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高校应当完善舆情监测与分析手段，全面、准确地掌握校内外舆

情动态[6]。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网络爬虫、社交媒体数据挖掘等方式，实时获取与学校相关的

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进行高校主流舆情分析、趋势预测，为高校舆情

监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负面舆论应急响应机制，针对负面舆论能够快速做出反应，针对性地

发布官方声音，及时回应师生关切，坚持主动发声并做到“发声不走音”，加大负面舆论的引导，避免

负面舆情扩散，产生恶劣影响。 

5. 结语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为了加强高校主流舆论阵地建设，高

校应通过加强校内新媒体平台融合力度、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坚守“内容为王”、完善宣传队伍能力建

设、完善高校舆情监测与应对机制等，进一步强化高校主流舆论阵地的建设，抢占主流思想舆论引导的

制高点，全面落实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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