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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研究
＊

郑承军 王 芳 李秋实

【提 要 】 新媒体在高校学生中 的流行 ，
迎合 了 青年学生 内心上渴望平等 、 交流的特质 ，

在改变高校学生生活和学习 方式的 同 时 ，
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 。 为此 ， 高校要牢牢把握新媒体的规律 ， 科学地使用 、 管理新媒体平 台 ， 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能量 。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只有在迎接挑战 中推进 ， 才能更加焕发出生机和

活力 ，
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政治保证 。

【关键词 】 新媒体 高校学生 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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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普及 ， 学生的人际交往范围通过相互关注和构建

及 ，

“
ＢＢＳ

”

、

“

微博＇
“

微信
”

等新型媒体凭借聊天群组的方式在不断地扩大 。 在新媒体环境中 ，

自身便利 、 快捷 、 个性化等 比较优势逐步挤 占学生的人际网络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个是
“

现实

着报刊 、 杂志 、 电视等传统媒介在大学校园的中既有的人际关系
”

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映射 ， 新

主导地位 ， 越来越受到高校学生的喜爱与追捧 。 媒体在虚拟网络中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交流和沟通

随时随处可见高校学生在忙着
“

刷微博
”

、 发
“

朋的载体 ；
另外一个是基于

“

微博＇
“

微信
”

等新

友圈＇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新媒体在为大学 媒体的使用而产生的以信息为中心的
“

关注
——

生提供信息和交流平台的同时 ， 也带来了鱼龙混被关注
”

人际关系 ，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

微博主

杂 、 谣琢流布 。 因此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运用新
——粉丝

”

之间的关系 。 借助新媒体平台 ， 大学

媒体 ， 发挥其在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积生们可以通过参与 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拓展社交

极作用 ， 同时有效减少新媒体对高校思政教育工范围 ， 而且
“

微博
”

、

“

微信
”

、

“

ＱＱ 好友
”

之间

作的负面影响 ， 是每一个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的交流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 ， 自 由 、 便捷 、 开放

面临的现实问题 ， 值得我们去探索 。的交流方式为高校学生创造了平等 、 开放的人际

交往环境和人际发展平台 ，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和他
一

、 新媒体对高校学生的影响
（

―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 （ ｉ ２ｊＤｓｚｉ〇〇６ ） 成果 ， 北

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学生 自身的成长进步具有 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 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

重要意义 。 当前 ，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和迅速金资助 ） ， 项 目编号为 １４ＹＪ１ ８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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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 自 己 的所闻 、 所见 、 所感 、 所想 ， 有助在认知上的偏差 。

于和他人进行 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 无形 中拓展＿

了 自身的人际交往醜围 。
—、 新媒体

，
局校思、想政 ＞口

（
二 ） 为高校学生搭建 了 自 由表达的平台＃胃

新媒体最突出 的功能是 即时化的发布与获（

―

） 新媒体推动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
取信息 ， 相对于传统的信息发布平 台 （报刊 、

１ ． 凸显了 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性
杂志 、 樣等 ） ， 新媒細便捷性 、 互动性和 即以人为本 ， 坚持实现学生的 自 由 、 全面发

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 学生的 自 由 、

全酿麟现麟主雜雜会倾个层面 。

而单就主体性这－层面而言 ， 学生 的 自觉性 、

独姐糊造Ｍ織 巾誠 。 随
“

微博＇
“

贿
”

为代麵
‘

獅代
”

的絲 ， 学生这方

的隔阂 ， 具有了较高的言论 自 由度 ， 也使得新
，

媒体传播＿雜航雜空調强。 購 ，

由于
“

麵
”

、

“

贿
，
，

等廳体顺Ｋ顧手
嫌托 ， 学生不健信雜插麟上凸显了主

机 、 平板电脑等终端的便捷性和
“

微写作
”

简

练的语言表达方式 ， 符合当前学生的思维习惯 ，

触出来 。 在个性化的 、 富于创造性的 自媒体网

因此深受学生的关注和追捧 。 由 此 ，
大量原创

性的非官方的内容爆炸式地生产 出来 ， 许多普
＾ ｇ

通人以微博为依托诉说着老百姓 自 己 的故事 。

媒鮮仅改变了学生 ， 也在改变着高校思政教育

（三 ｝ 认知导向的两面性工作的传统工作模式 ’ 它使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

我们在分析新媒体优賊同时 ， 还应该清

醒地意识ｉ ｌ ， 纏体在认知导 自 ＿ｈ具有顺性 ，
２ ？ 丰訂馳贿工作融容和方法

在肯定其麵引导作用 的同时 ， 碎片式的信息首先 ， 新媒体的运用极大地丰訂学生思政

鱼龙混杂 ， 也易 引发学生 的认知偏差 。 当前 ，

教育工作的网络内容 。 新媒体提供的网络信息平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 大众媒体特别是新媒 台 ， 其内容可以是原创 ， 可以是转载 ， 海量的共

体的虚拟性和过度娱乐化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享信息和多样的信息形式 ， 为我们开展学生思政

着学生的价值判断 、 生活方式甚至是理想追求 。
教育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 ， 极大地丰

新媒体呈现的信息鱼龙混杂 ， 庞大而又零乱 ，

富了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 。 具体运用新媒体

使得信息的判断和辨别更为复杂 。 在新媒体所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 ， 教育者可以借助
“

微

组建的网络社会中 ，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 博
”

、

“

微信公众号
”

、

“

官网
”

等平台 ， 向学生发

制造者和传播者 ， 缺乏现实生 活 中的正确指导布国内外时政 、 新书推介 、 学术交流等有效信息 ，

者和把关人 ， 真假难辨 。 借助新媒体 ， 用户 可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需求 。

以在极短的时间 内获取海量信息 ， 往往难以将其次 ， 新媒体拓展了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

垃圾信息从脑中
“

屏蔽
”

， 因此大量的信息难辨的手段 。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 更多的

良莠 。 此外 ， 由于新媒体 同步监管机制的相对是采取理论教育和指导 ， 主体 、 客体之间有着明

缺失 ， 使得腐化堕落 、 色情暴力 、 反动迷信等显的区分 。 而微博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的平等

负面信息未能得到及时的遏制 ， 反而会借助新化使思想政治教育 由
“

人一人
”

模式转变为

媒体大肆传播 ， 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在认知 、 判
“

人——机——人
”

模式 （见图 １ ） 。

一方面 ， 在

断上出现
“

多元异化
”

的迷惘 ， 进而引 发他们新媒体环境下 ， 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可以通过即
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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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流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和传递 ， 使双方能够敞息 ， 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千变万化 ， 而思政教

开心扉 、 毫无拘束地发布信息 ， 表达内心真实的观 育工作者却相对处于信息劣势的位置 。 在这一过

点和想法 。 另
一

方面 ， 利用新媒体实时性的传递功程中 ， 教育工作者只是成为了新媒体环境中说话

能 ， 思政教育工作者还可以远程工作 ， 或在学生遇的一员 ， 而学生则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 ， 也不再

到困难时借助新媒体及时关注学生的动态并给予关 单纯地按照教育工作者设定的内容去了解和掌握某

心和帮助 ， 达到料功倍的 良好氣 这有助于教
一思想和献 ， 而是用 自己的是非标絲判断和选

育工作者及时、 准确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内心 轉案 。 这一现象不仅动摇了教育獅吾的权威地

实际 ，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指导 。位 ， 而且接受者
＾

学生的 自主性 、 独立性不断增

图 １新媒体环境中的思政信息传播强 。

“

他们更期待在
‘

微阅读
’

碎片化的信息中总

结和提取自 己的想法和观念 ， 更愿意用微博来表达

ｒａａｇｇｇＫＭｉａ？ｉｇａ
，ｍｆＷｆｍｓｍｍｍｍ自己的话语思想 ， 而不是顺从和接受教育者的观

念
’

。

？耐 ， 思政教育工作者却面临尴尬的局面
—

其繼的知识 、 传播的信息也许学生早就熟

３ ． 提髙了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性知 ， 而
“

大学生脱口而出的新名词和新鲜事却可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是
一项工作 ， 也是一门艺能是思政教育工作者闻所未闻的

”

。

？ 因此 ， 如何

术 ， 它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 同时工作对象更具能提高 自身的媒体素养 ，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形

动性 。 当前社会正处于空前的大变革时期 ， 青年势 ， 是当前思政教育工作者亟需解决的
一个问题 。

学生在价值观上 ， 注重 自 我价值的呈现 ， 作为个２ ． 挑战了思政教育工作的预见性

体有着独特的精神世界 ， 乐于接受新事物 、 追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预见性 ， 是指思政教

潮流和时尚前沿 。 新媒体的个性化 、 开放性 、 互育工作者
“

针对可能出现的思想 问题和行为倾

动性让学生乐于将发生在 自 己身边的事情和点滴向进行预测和超前教育
”

。

？ 如今 ， 新媒体环境

感动通过
“

微博
”

、

“

微信
”

等新媒体平台呈现出下
“

快餐式文化
”

的流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

来 。 其
一

， 有利于调动受教育者 自主参与教育的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 ， 他们常常为 了 吸 引
“

粉

积极性 。 通过加强双方间的交流 ， 可以扭转学生丝
”

、 抓住眼球而
“

剑走偏锋
”

， 这使得思政教

被动学习的局面 ， 激发其主动学习的热情 。 其二 ， 育工作者难以准确把握到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

在 自 由高效的交流和互动中 ， 可以使双方产生思想理诉求 ，
难 以迅速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Ｍ和共鸣 。 这不仅可以有效提髙学生独立思考和 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预见性更加难以实

学习的能力 ， 还可以不断扩展思政教育工作的空间现 。
一方面 ， 学生频繁的

“

刷屏
”

使得各种信

和渠道 。 其三 ，
运用新媒体平台较为简单和便捷 ， 息蜂拥而来 ， 导致信息传播的限制 空间不再存

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传统思政教育工作中 的人力 、 在 ， 外力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 。 在新媒体所

物力 、 财力支出 。 在以往的教育中
“

磨破嘴 、 跑断 营造的文化生态 中 ， 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和信息

腿
”

现象屡见不鲜 ， 然而新媒体从技术的基础层面传递的大众化 ， 使得教育工作者事先的把关审

改变着传统的教育形式 ， 这在大大节省教育成本的核成为了不可能 ， 单纯的灌输教育也很难奏效 。

同时 ，
还提高了教育效果 ， 可谓事半功倍 。 这为思３ ． 冲击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主旋律

政教育工作的即时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 增强了思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 意识形态领域

政教育的有效性 。

（
二

） 新媒体给高校思政教育Ｉ作带来的挑战 ① 陈姗嫌 、 赵建明 ： 《浅议微博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

１ ？ 挑战了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权威《华章 》 ２〇１ １ 年第 ２２ 期 。

“

微博
，，

、

“

微信
，，

等新媒体的出现 ， 使思政② 祝军 ：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大学生德育机制创新 》 ， 《学校党

＾Ｉ
ｔｒｒ

－

ｆｅｄ＋ｒ ｔ＾１４ｗ建与思想教育 （高教版 ）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３

期 。

教育工作者的话语权优势大打折扣 。 学生可以借 ③ 杨业华 ：
《思想政治工作要着力增强工作的预见性 》 ， 《人民

助新媒体及时 、 便利地接触到五花八门 的海量信日报 》 ２００５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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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与对抗也在不断加深 ， 网络 中充斥着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更加时代化 、 通俗化和大

量与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言论 。 从门 户众化 ，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

，

？ 进而吸

网站 、 博客 、 微博再到微信 ， 信息传播的限制引更多的学生关注思政教育 ， 充分发挥新媒体

空间被逐渐打开 。

一方面 ， 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 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效力 。

为其打开了探索未知世界 、 认识西方文化 、 开其次 ，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 ，

拓全球视野的窗 口
； 另

一

方面 ， 新媒体营造的由于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强 、 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

文化生态 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和精神 内核 ， 对于
一经它的传播 ， 正面的观念和情感会随之正向强

学生的思想观念 、 价值取向 、 思维方式 、 行为化 ， 负面的观点和情绪也可能会负向放大 。 因此 ，

模式和个性心理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 成为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创建并科学使用新媒体 ，

对其未来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隐性力量 。精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相关的学 习资料 ，

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学生进行
三 、 利用新媒体创新高校学生分享 ， 引导学生思想和行为的进步 。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再次 ， 髙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进行舆

丄 ？ 与传统思政教育工作方式相结合 ， 共同 ＝＝：

的网

ｍｍ
ｕ
Ｔｍｗ

ｆ想态度 、 价值观念 、 行为取向 ， 研究和判断学生

７ ４
“

微言
，，

所向我们呈现出的不同文化类型 ，
以及这

严肋
巧

者

马
，
２

些文化的发展麟和其对主流文化存在的－些潜

在看法 ， 观察学生的臟 、 麵变化 。 这样思政

二

量

』＝
，

教育工作者就可以随时关注学生 内心世獅概 ，

＝
助

－旦发现不稳定因素 ， 便可麵主动
“

介人
，，

，
通

＾二＾＾＾＾＾＾＾：
式

：二： 过潜移默化的引 导将其消财萌芽状态 ’ 使得思、

加强新媒体与校园传统媒体的互动 ’ 共同开拓
政教育工作能够有的放矢地开展 ， 切实提高学生

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新天地 。 比如 ， 高校教育
思政教育工作的时效性 。

Ｉ作 博 、 ｍ信＆众号中 发？？ｓ外
－

点也十分重要 ， 那就是雛借鉴 国
胃 ＪｆＭ

—

外相关教育的有益经验 。 在美国 、 德 国 、 日 本
抛１

“

学雷锋
”

、

“

微阅读
”

、

“

师麵
气
面

”

等
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不是没有思雛治

ｇ
教育的内容 ， 而是运用与我 国不同的教育形式 。

供麵 、 咨 询 、 二手书转借等
－

系 列
“

微服
他们通常将爱 国主义教育 、 历史教育 、 国 民教

务
”

；
举办－些

“

新媒体与社会公德
”

、

“

自 主创
育等内容融人公 民课 、 通识课 和历史课当 中 。

业 ’ 精彩械
”

并且通过各种专业课课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神需求的

“

微论坛
”

活动 。 新媒体与传统的思ｉｔ

感 ， 通过大量的实践 、 调研锻炼学生发删题 、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麵能力 。 在这些国家也有
在校园营造理性判断 、 独立思考 、 积极参与的文 类似于我们的朋友圈 、 微博 、 微信等新媒体平
化生态 ， 还能让学生们在关注 、 参与的过程中逐台 ， 伯县学牛通常亦这胜平台 卜讨价的县一典

渐强化主人翁意识 ， 提升 自身的人文素养 。社会热点问题 ， 并且积极探讨和寻求解决之道 。

２ ？ 提升教育者的媒体素养 ， 充分发挥新媒 相 比来看 ， 我国高校学生运用新媒体平台更多
＆讨论校园生活 、 起居饮食、 就业去 向等一些信

首先 ，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学会理解和 息 ， 说明在新媒体锻炼学生接触社会能力方面
接纳多元文化思想 ， 尽量给予学生更多 的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 ， 善于捕捉网络话语中 积极 、

① 杨威 ： 《

“

微时代
”

中思想政治教育贿突破 》 ， 《思想政治

鲜活的内涵 ， 丰富并形成 自 己 的话语体系 ， 使教育工作研究》 ２０ １０ 年第 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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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扩展 。高校学生是祖 国的未来 ， 民族的希望 ， 也

３ ． 完善监管体系 ， 净化新媒体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坚力量 。 学生不

在新媒体监管的过程中 ， 需要 国家立法机仅要提高 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 更要不断增强

关不断健全相关的法律 、 法规 ， 完善法律问责思想政治素养 ， 才能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制度 。 唯有紧随时代发展步伐 ， 积极更新和改代化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学生思

进新媒体监管法律 ， 保证各项法律能够在实践政教育工作是
一

项意义重大并产生深远影响的

中有用武之地 ， 努力做到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心灵工程 。 当前 ， 新媒体在学生 中 的广泛普及

才能有效减少新媒体中的各种侵权行为 ， 进而减和应用 ， 改变了传统的思政教育生态环境 ， 对

少新媒体环境中对学生不利的信息 ， 为学生的思创新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而言 ， 是机遇也是挑战 。

想成长提供健康的网络空间 ， 进而保障高校思政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紧跟时代的步伐 ， 不断丰

教育工作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富工作 内容 ， 拓展工作手段 ， 转变思维方式 ，

高校应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 。 当前 ， 高校借从而适应学生成长环境的不断变化 ， 更好地把

助新媒体开展思政教育工作还处于萌芽阶段 ， 其握新媒体背景下学生的思想建设 。

成长与成熟 ， 仍需时日 。 而高校对新媒体的使用 ，

离不开专业管理团队的有力支持和保障 ， 这就要本文作者 ： 郑承军是北 京语言 大学 当 代 中

求高校必须组建
一

支
“

懂技术 ， 会经营 ， 善管理
”

国研究所所长 、 研究 员 、 中 国 社会科学

的新媒体运营与管理团队 。 目前运营不好的高校院研究 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２０ ０９ 届博

新媒体平台存在的一个共同 问题就是缺乏专业操士
；
王 芳是北京语言 大学硕 士研究 生 ；

作团队的技术支持和有效管理 ， 而
“

指派的所谓李秋实是北京语言大学讲师

专人 ， 也因能力水平和人力物力财力所限 ， 难于责任编辑 ： 马 光

很好地把握和驾驭微博的技术 、 规律 、 走向 ，
心

有余而力不足 ， 只是勉为其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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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 微信等ｆｆ媒体和校园其他传统媒体 ， 只有（Ｄ 《高校官方微博做先进文化弓
丨领者 组建运营专ｉｋ团 队 》 ， 光

真正做到善建 、 善用 、 善管 、 善待 ， 高校思政教明 网 ，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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