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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使命，其话语权提升关系到高校的发展及大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飞跃发展，自媒体依托个人终端即时通信

技术蓬勃发展，信息传播的主体、内容和方式较以往发生了较大改变，自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信

息和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话语表达及行为规范均易受到自媒体的影响。以便捷交

互为特点的自媒体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创新和机遇，也给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性带来了更多的冲

击。本文系统梳理了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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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key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battle, and the promotion of its discourse power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stant mes-
saging technology relying on personal terminals from the media has flourished, and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mod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changed greatly compared with the past. 
Since the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obtain all kinds of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e,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logic,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behavior 
norms are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 self-media. Self-media characterized by convenient interaction 
not only provides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brings certa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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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为新时代切实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前

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

通信技术飞跃发展，自媒体依托个人终端即时通信技术蓬勃发展，信息传播的主体、内容和方式较以往

发生了较大改变，自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信息和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话语

表达及行为规范均易受到自媒体的影响。自媒体信息传播简短精炼、便捷快速、范围较广、交互性强、

易于操作、平民化等优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与此同时，自媒体的海量性、虚

拟性特征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主体去中心化，这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着一定的冲

击，良莠不齐的信息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产生着负面影响，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更多的冲击，

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2] [3]。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成果现状，为进一步提升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理论

支撑和参考。 

2.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自媒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丽荣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30 402 教育进展 
 

体平台内容良莠不齐，大学生往往难以分辨真假；同时存在用户门槛较低，传播主体“去中心化”等问

题，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自媒体时代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权

威性，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自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是新时代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4]。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出发对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进行了相

关研究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经梳理现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涵 
如何在自媒体视域下有效地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首要前提是厘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权的内涵。目前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内涵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一方面是根据

话语权内容、话语权主客体、话语权作用等来划分，另一方面则是以话语权形式为依据进行划分，以主

流意识的传播效果为话语权的衡量维度。盛红(2020)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概括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统领和驾驭话语的一种能动性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控制力，并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样态和价值走向的控制和引导作用[5]。丁凯、宋林泽(2018)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

树人的核心命题是有效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主要表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的掌控和支配，是一种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导权，确保人和社会的

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6]。姜竹青(2019)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对意识形

态话语的一种主导权，从属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在语义学意义上揭示了人与人的对话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以塑造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为己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对话

语权的一种实现过程[7]。刘艳、谭亚莉(2022)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核心是话语权问题，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权狭义上指的是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主导权、控制权和影响力[8]。 
(二)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较为充分，研究视

角各有不同，研究内容较为系统丰富。李翔(2015)指出由于自媒体空间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的特

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能存在形式沉闷单一，内容缺少时代和生活气息，交往模式呈现单一主体

型话语传播等特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日渐式微。随着自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也

受到了极大冲击，此外自媒体的发展也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话

语权转移和控制力进一步弱化[9]。丁凯、宋林泽(2018)从自媒体信息传播特点的角度出发，指出自媒体

的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平民性特点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的方式，自媒体兴起导致的话语权“去中

心化”弱化了教育者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6]。张端端(2018)基于自媒体信息的特点、对信息监管不到位

等，认为自媒体信息的主体性、自发性、多元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失衡、模式失效、导向失

调，由于监管不力，一些负面思想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受到威胁[10]。姜竹青(2019)
从自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认为自媒体的“工具性”与使用者的“主体性”

之间的边界模糊化。在自媒体新的信息共享方式、强大的吸引力、信息高度开放的冲击下，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的说服力、中心化、控制力被消解、削弱[7]。 
(三)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对策 
关于自媒体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经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的行为主体为视角，学者普遍认为构建主体包括主流媒体及网络平台、

政府等行政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以及其他行为主体。首先，对于当前主流媒体以及网络平台，主要

是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培养专门人才等方面为主要突破口。其次，对于政府等行政主体则是强调要坚守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提升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和自信力，提升主流意识形

态影响力，从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走向自觉认同。再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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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促进话语体系成果的产出，拓宽意识形态引领的传播渠道，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薛伟(2021)从话语宣传平台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依托微信、官方微博等自媒体社交平

台，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运用自媒体平台，将时代旋律、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增强话语权的引导力[11]。掌

海啸(2020)指出自媒体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着眼点要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为前

提，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追求，以自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搭建为基础。要构建多维度的教育路

径，发挥高校教师的主体作用，尊重受教育者的基本话语权，完善自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保障机

制[12]。张端端(2018)则从降低和减弱自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负面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

要着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亲和力、创新力、共通力和融合力[10]。也就是说，要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品质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实际中，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方式，

在自媒体平台应用发展趋势中提高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李翔(2015)认为，在自媒体场域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与创新，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成效[9]。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现有研究成果评析与展望 

(一)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存在不足 
通过上述研究成果梳理可以看出，以往研究针对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涵、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提升对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些许不足。 
首先，研究方法层面创新性有待提高。以往关于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研究较多

采用概括、归纳和分析等理论性的研究方法，较少应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自媒体视域下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升对策方面，较少同实际案例相结合，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提升

说服力和可信度。当前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性文章，缺少实践性论文和著

作，部分研究成果集中于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重复性探索。 
其次，研究内容方面针对性有待提升。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面临的挑战，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提升对策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针对性不足、实际运用性较差的问题。此外，研究内容的全面性也有待提升，从以往研究来看较少有学

者关注到自媒体自身的优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所带来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辩证思维，

自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充分挖掘。 
(二)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前景展望 
自媒体时代媒介环境的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带来很大冲击，具体表现在话语权的开放性

带来话语主导的困境、话语权的流变性带来话语管理的困境以及话语权的分散性带来话语整合的困境[6]。
自媒体作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要平台，探究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

构与巩固以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因此，要立足现实，进一步推动自媒体视域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需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

于实践，丰富话语体系，转变话语交流形式，进而实现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塑[6]。 
首先，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突破传统理论性的单一化分析方法。当前学者多数采用传统的“问题—对

策”研究模式进行，即通过传统研究中归纳总结已有文献并进行抽象概括的研究方法进行，容易局限于

理论层面，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当充分结合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特别

是在关于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策层面。如可以通过向不同群体发放

调研问卷开展广泛且有代表性的调查，使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充实的数据基础之上，将有助于研究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30


李丽荣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30 404 教育进展 
 

结果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次，有待进一步强化理论深度、拓宽研究视野。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成以及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当前研究主要是针对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相

关路径的探索，大多为对策性分析，缺乏对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探究和完善。因此，要进一步突破研究视

野，主动利用自媒体的优势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路径。自媒体的普及为当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提供了新的方式、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未来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把握

自媒体带来的机遇并进行深入分析，为提升巩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更丰富的支撑。 

4.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功能是意识形态教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多元

价值观传播提供了便捷的传播平台，其中不乏一些负面信息内容，不利于大学生科学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树立；“碎片化”的网络信息易导致高校大学生的理性认知出现偏差，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

来严峻挑战。总之，自媒体正在快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模式、话语表达和行为方式，冲击着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权威，但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因此，

既要针对所存在的困境和挑战采取针对性措施，同时也要充分运用自媒体自身的优势，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权提升提供全新的视角和路径，从而有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 

基金项目 

山东理工大学党建引领下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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