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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选 萃

创新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方法和途径

陆 攀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陆攀在来稿中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要积极适应和谐社会建设新要求 , 大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日

常生活化 。在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传播中, 必须顺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新变化 , 创新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化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 , 要坚持 “显隐结合” 的原则 , 在渗透中灌输 , 把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有机地渗透到各种载体和形式中去 ,

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 使人民群众在无意识中践行主流价值观 。要大力发挥媒体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主要载体的作

用 , 在坚持党管媒体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 大力改进媒体文化的传播途径 , 强化渗透性 ,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达到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有机融合 。针对网络传播带来的复杂环境, 我们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 , 改进网络内容 ,

推出更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网站和栏目,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唱响网上主旋律 。

其次 , 要坚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 , 意识形态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精神和观念 , 在新形势下 , 要特别加强主

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 , 努力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 、 观点 、 方法的大众话语体系 要坚持意识形态话语的人

民性 , 增强感召力 要改变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 , 增强时代感 , 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 , 借助手机短信 、网络论

坛 、 政府微博等各种形式 , 变单向度的灌输说教式为多向度的交流对话式 , 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力 、 吸引力

和影响力 。

再次 , 加强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方法途径研究 , 如加强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 , 意识形态接受机制和方法, 内

化外化两个转化机理 , 宣传火候 、 突破口选择的艺术等的研究 。

周勤勤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