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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技术作为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把

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增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实

效性，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创新路径的探索：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新媒体平台；加强网络内容建

设，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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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new media 
technology bring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severe challenges. In today’s era, in order to tur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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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st variable” of Internet into the “biggest inc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affi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need to ex-
plore the innovative path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reating a new media platform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ontent and building a new media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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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以计算机网络和无线通信网络为载体的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有

学者把它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1]。新媒体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各种通信类 APP、
微信、微博、微视频、微电影、自媒体形式等。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谁掌握了信

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2]。随着这种新兴媒体的发展，它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

活和学习中，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环境。因此，立足时代特点，审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思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非同寻常

的意义。 

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报告》中指出，截至 2019 年 6 月，10~39 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 65.1%，其中 20~29 岁

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 24.6% [3]。可以说，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环境下最重要、最主流的受众。新媒体

的高速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1. 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开辟了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天地 

新媒体所创造出的全新环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着高校学生的学习方式、成活

习惯、沟通方式，也改变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局限。这种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师生间的沟通摆

脱了时间和地理的限制，变得时时、处处都可以进行。教师借助新媒体形式，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进行丰富的解读和适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拓展，也可以和学生进行讨论、互动、答疑。网络交流的互动

性，改变了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育单向输出的不足，学生可以更好地参与教育过程。无论是新

媒体展现的教育内容还是新媒体提供的技术手段，都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呈现共享化的特点。

依托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可以和全世界的人学习交流，了解各

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发表个人观点[4]。可以说，新媒体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提高了学生的参

与度，开辟了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天地。 

2.2.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 

网络的开放性和资源的共享性，让教育工作者能够便捷地掌握思想政治最新理论成果和前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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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球各领域的信息资源，这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拓展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多媒体化教育模

式可以集声音、图像、文字于一体，使教学过程更加直观化、形象化和动态化，而且在教材体系转化为

教学体系的过程中能使其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让大学生在感知时代脉搏的同

时激发大学生的思维潜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2]。新媒体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体验式教育

成为可能，教育者可以利用媒体手段，及时高效地模拟实际情境，提升大学生对社会群体和环境的认知， 
从而更正确全面地认识社会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思想教育和价值

引领，使大学生形成思想认同，形成道德观念，并最终化为道德实践的活动。新媒体构建的基于社会现

实生活中的虚拟社会，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网络环境，并借此走入大学生生活，这就提高了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性。  

2.3. 新媒体环境隐匿了具体身份，拉近了师生间距离 

保罗·弗莱雷说：“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6]网络的

虚拟性和隐秘性，模糊了教师和学生身份，教师的权威性被消除，会让学生卸下心理防备，以平等的身

份开展师生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平等话语权、坦诚的交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轻松

平等的环境，可以让学生畅所欲言，也可以激荡理性的争辩。畅通的交流，愈辩愈明的真理，思政教育

隐形因素的加入，这一切都会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另外，教育工作

者也可以根据网络环境下暴露的大学生思想动态、情感需求、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引导。 

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曾说：“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

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7]我国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标志着一个新媒体

时代的到来，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 

3.1. 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提出挑战 

新媒体大环境下，在新媒体技术、资源获得方面，有的学生往往比教师技高一筹。高校思政教师，

如果还停留在传统教育模式下，采取单一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往往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会使他们对

教师的权威性产生质疑。因此，这就对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即教师要与时俱进，对

教学内容要进行革新，对教学形式和手段不断创新。教师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了解学生的思想，贴

近学生的生活，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取代以往的枯燥说教，使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 

3.2. 对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深度思考提出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资讯的形式呈现“碎片化”、实用化的趋势。通过网络，人们可以随时获取信

息、补充信息、发布信息，随说、随听、随写、随走仿佛成为新媒体场域下的常态，碎片化特征与即时

性特征相伴相生，不断地丰富信息传播渠道，降低信息传播成本极大地体现了新媒体的便捷性[8]。相对

于以书本、杂志、电视等为主的传统媒体，大学生在这样碎片化、即时性的媒体环境下，倾向于选择随

手可得的实用性资讯，倾向于随波逐流，不愿做深度阅读和独立探索，久而久之，就容易丧失深度思考

的能力。因此，大学生容易受到消极思想的影响，比如盲目追星、过度崇尚物欲、追求享乐主义等错误

思想的腐蚀。 

3.3.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良莠不齐，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可谓“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西方腐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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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价值观念带来挑战。大学生尚处于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对一些价值观

念缺乏理性判断，这会使大学生出现困惑而摇摆不定，造成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自我化以及民族认

同感弱化等问题，无形中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净化

网络环境，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4.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目前，高校大学生以“95 后”、“00 后”为主。这一代人伴随着互联网一起成长，身上有着鲜明的

网络时代特征。如何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让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大学生爱听想听、入脑入心，增强

思想政治工作时代感和吸引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9]”有学者把互联网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大变量”，如何把“最大变量”变成这个时代教育的

“最大增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路径的思考。 

4.1. 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新媒体平台 

积极占领新媒体平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趣味性，如果不在新媒体阵地中抢占先机，就

在当今时代和大学生思想需求越走越远。目前阶段，微信是颇受学生喜欢的新媒体平台。大学生可以通

过微信平台通过分享文字、图片，实现交友、共享的需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组织活动、社会实践、

优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需要。因此，高校要积极打造具有思想政治特色的微信公众号，更好地为高校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公众号平台的内容应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注重思想引领和学生学习

生活的实际相结合。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隐性教育的力量，把政治主旋律、马克思主义经

典论著等转化成鲜活的教育形式，让学生在正能量的大环境里受到思想的洗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修养。2020 年来，我校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先后推出多期“辅导

员行走课堂”，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辅导员老师化身主播，在微视频里讲述“红岩故事”、“红船精神”。

饱含深情的讲述、厚重激扬的视频画面，让观者身临其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视频一经推出，受到媒

体关注，更广受同学好评。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新媒体平台，使之成为思政教育的精神家园，线上线

下的教育联动，让更生动具体，更有实效性。 

4.2.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为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新颖的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形式，更是内容。教育资源和内容是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精

髓所在，搭建起的平台要提供丰富新颖的内容。如果只是把陈旧枯燥的理论照搬到网平台上，不加以创

新，缺乏和学生生活世界的高度融合，这样的平台会丧失对学生的吸引力，最终形同虚设。这就要求新

媒体平台要密切关注社会重点、热点事件，立足学生思想需求，选择和大学生密切相关的话题作为切入

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主导性与网络传播规律的科学遵循性紧密结合起来，把高深的理

论通过深入浅出的解析表现出来，在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才会站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4.3. 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的哲学命题”，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话

语权问题[10]。话语内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方向。因此，要根据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交

流行为、话语接受的特征对当下思政话语体系进行优化和转化，形成思政教育网络化实施的话语体系，

为网络环境下思政教育“说什么”提供有力支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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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接地气”和故事化表达，可以有力地把思政语言变为日常话语内涵。就是相对于网络话语

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大学生对思政工作空洞抽象、高高在上的理论话语持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大学生思

想政治话语要扎根大学生生活之中，不能游离于大学生生活世界之外，完全被思政学科的强烈学术性话

语所束缚。接地气从大学生现实或网络生活世界中，找到教育理论话语的结合点、切入点，从大学生身

边事、人、话中提炼理论所依附的话语载体，将宏观理论实践与微观生活实践有机结合[11]。 
“故事化”表达是将教育内容转换成生动鲜活的故事，从而把学术性与大众化合二为一。《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内容均与大学生、与大学生生

活息息相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尤其是一门充满青春气息的课程。思政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

的形式进行，将一个个理论通过鲜活的故事呈现出来，既唤起学生情感，又激发学生认同，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落到细 2 微之处，落到实处。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教育的重点也应该放到哪里。在新媒体环境下，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要因势而新、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围绕立德树人的总目标，契合大学生

成长需要，打造丰富新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让思想政治工作既有时代性，又

体现创新性，真正让思想政治工作“灵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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