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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校作为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源和

集散地，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阵地，是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争夺的前沿，是思想活跃的讲堂。意识

形态作为现代政治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对高校师生社会认知和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当前，

自媒体迅猛发展，数字化信息覆盖广泛，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挑战。积极探寻新时代高校意识

形态建设的有效路径，不断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效能和价值，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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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As the creation source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of knowledge 
and ide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battlegroun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nova-
tion, the front of contention for various ideological trends and values, and the lecture hall with ac-
tive thoughts. Ideology, as an important way and way of moder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has a pro-
found impact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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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e Media” and the extensive coverag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value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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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党历来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

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

的思想基础。”[1]高校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做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的阵

地建设是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战略工程。面对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形势，积极探寻新时代高校意识

形态建设的有效路径，不断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效能和价值，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2. 新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

事关国家长久治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复杂的

局势，加强高校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保障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 

2.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高校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太多问题，甚至很突出、很尖锐，高校

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些年一些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挑

战随时都要面对。有些是来自社会的挑战，有些是来自校内的挑战，在政治信仰方面有些情况并不乐观。

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高校责任和任务很重，要进一步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 

2.2.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需要 

从大学生心理发展来看，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三股势力”企

图西化和分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碍我国前进步伐、同我党争夺年轻大学生的图谋一刻也没有改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现状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因此，做好新时代高校意识

形态工作，肩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3]的重任，必须时刻保持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32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施媛 
 

 

DOI: 10.12677/ass.2021.108322 2320 社会科学前沿 
 

度警觉，着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水平。 

2.3. 抵御国外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为高校科学文化发展面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条

件，但与此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也不断加剧，外来文化特别是敌对势力的渗透影响日趋复

杂。在这方面，高校一些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与面临的严峻形势仍不适应。由于长期以

来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视有所欠缺，表现在工作上就是体制、机制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与不断提高

的工作要求不适应。 

3.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以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为中轴，不断探索并日渐成

熟，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随着党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与新挑战而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其

中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的政治性弱化淡化问题开始显现，并从根本上制约了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整体价值

的实现。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正视意识形态建设中所面临

的问题，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3.1. 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性不足导致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引领不够 

总体上看，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它与大众文化之间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特殊与

一般的关系。首先，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一种代表并反映阶级利益的特殊文化。世界上并

没有超越于阶级的意识形态，高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所有党员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

原则。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思想工作者都应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坚定中央

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的渗透和侵入，面对错误的思想、言论，应有鲜明而深刻的判断与认识，要用透彻的理论敢于对话，

敢于批判。其次，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认清当下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高校不是封闭的象

牙塔，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意识

来源于生活，生活决定着意识。当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

趋势更加的明显。 

3.2. 文学审美领域的深刻变化造成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政治融入不深 

特定社会文化承担着意识形态建设的载体功能。因为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内容总是存在于

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另一方面，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无一不从根

本上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导向和谱系，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之中，文学与艺术审美理所当然包括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文学领域的政治路线，

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的变革：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文学创作急于摆脱“政治工具”的附庸状

态；至 80 年代中叶，“文学主体论”高举“为人的文学”的旗帜，进一步深刻阐释文学的主体美学，抒

发自然个体和本我的政治“模糊化”私语空间。表面看来，许多国家都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宽松化

发展，但具体分析下我们就会发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这个国家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在

这多种意识形态之中一定有一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社会的精神力量是代表资产

阶级利益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持巩固与发展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与内在要求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大学

必须坚持的办学方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322


施媛 
 

 

DOI: 10.12677/ass.2021.108322 2321 社会科学前沿 
 

3.3. 微观环境：德育领域政治功能发挥不佳 

由于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过程，所以作为发生于文化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

交往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一种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

飞速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获取资讯的手段和交流、交往的方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年学生接

受新事物速度快、能力强，迅速成为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和受益者，他们借助于虚拟空间获

得的信息和服务已经远远超过现实空间。而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采取的主要方法仍

然是借助于课堂、讲座、会议、活动等传统方式，这些方式所传达的信息容量有限，形式相对呆板，工

作的时效性必定大打折扣。 

4. 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及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4]其中，

新媒体时代就是面临的新情况之一，新媒体的发展决定了信息传播的不断革新以及社会多元思潮的涌现。

因此，要加强党的领导，合理利用新媒体并完善新媒体监管机制，使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效进行。 

4.1. 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引领 

“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

领导的坚强阵地。”[2]强化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政治引领就是要

明确我国高校的办学方向，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即坚定不移地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组织引领即加强党组干部对大学生的有效领导。高校各级党组织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量，肩负

着对青年学生思想引领的重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学生的实际认知思维相结合，教导青年一

代分辨是非曲直，引导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探知的积极性，增强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凝聚力。高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主要精神指导，大学生要遵照执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4.2. 科学应用新媒体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单项传输讯息的模式。高校应顺应时代发展，合理运用新媒体产物，以

人为本，双向沟通，打造易于大学生接受的学习模式。引导大学生关注主流媒体，运用多媒体课程学习

历史、了解英雄人物事迹，通过微信、微博等形式传递社会正能量，组织学生观看时政要闻等。2019 年

1 月 1 日上线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聚合了新闻要闻、期刊、公开课、古籍、视频等资料，是强化理

论和思想教育的创新产物，也是大学生不断探索的重要学习工具。高校通过各种新型教育模式，鼓励大

学生积极参与并发表见解，了解大学生思维方式并正确引导，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4.3. 完善新媒体监管机制 

一方面是对信息源的有效监管。对可控范围的新媒体信息中反马克思主义言论、错误思潮，虚假营

销等进行筛选过滤，并实时监测，打造一个大学生的“保护伞”，为大学生营造生态新媒体环境。另一

方面是优化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结合高校网络运行机制，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并设立专门的新媒体监管

和防卫部门，明确分工和责任管理。同时，高校还应重视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使思政教师能在第一

时间就新媒体传播的各种社会热点信息，向大学生进行理性分析，并对大学生做出正确疏导，防止大学

生思想受到不良信息的侵蚀。教育大学生要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严以律己，为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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