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８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 

秦宏毅，谢斯玮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０）

［摘　要］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教育环境复杂化、教育主体性特征明显化、教育手段多样化等时代特
征。新媒体技术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稳有序发展，但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原因

主要有：思维模式单一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有效性障碍，教育模式陈旧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教

育内容结构碎片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降低。应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机制，占领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阵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新能力，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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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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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６年 ８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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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宏毅，谢斯玮：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

《２０１５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中
国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０％，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达２．８７亿人，青少
年互联网普及率为 ８５．３％。［２］武汉大学青年传媒
（集团）开展的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影响力调查结

果显示：拥有手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为８５８％，而
电脑、ＭＰＸ系列产品则以７５．６％和５１．３％的拥有
率紧随其后，这为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技术提供了物

质基础。调查显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６２％来
自新媒体。［３］由此可以发现新媒体已成为影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

（一）新媒体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稳有

序发展

１．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的积极影响。其一，学
习方面。调查显示，大学生利用互联网搜索资料、

了解网络新闻的占９３．１％和８９．１％，用于完成作
业的占４６．２％，有６６５％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体技
术对其学习具有积极影响。［３］大学生利用新媒体技

术的学习效果更好，有利于强化课堂知识，了解专

业前沿资讯，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现在许多高校

建立了网络教学，如“慕课”“线上作业”等，大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提高学习的积极

性。其二，价值观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经

受海量信息的冲击与洗礼，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价

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新媒体平

台交流受现实社会中的性别、阶级、特权等影响较

小，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拓宽了大学生参政议政

的渠道，增强了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与主体意识。其

三，生活影响。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已充斥大学生日

常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网络购物、团购、订票、

理财等。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淘宝网拥有注册会员近５
亿人，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１１日，淘宝网当日成交额达
１２０７亿元人民币，其中大学生消费所占比例很大。

２．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积极
影响。其一，主导地位。新媒体技术有利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掌握工作的主导性。新媒体丰

富的资源与多样的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

造了更好的条件以发挥其主导性，有助于提高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其二，教育模式。新媒体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知识储备量更

丰富，教育覆盖面扩大，知识的可选择性和客观性

增强，这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方式，提

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际效果，使得大学

生接受知识的渠道变得更多元化，同时，也改变了

大学生与教育工作者的主客体地位。其三，自身素

质。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视野，信息全球化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现代观念的确立。

３．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积极影
响。其一，社会环境。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空间“无

阻碍”。在新媒体时代，个体的交流沟通便利性加

强，人们了解世界的途径不再单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也打破传统的单向模式，转化为双向乃至多向

发展，新媒体的即时互动性使得社会空间变得“无

阻碍”。其二，文化环境。新媒体直接影响了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习惯，促进了网络语言的产生。

同时，人们通过“电视”“手机”等新媒体媒介进行

媒体消费，这赋予了文化消费新的涵义。新媒体还

促进了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例如“网络游戏”“网络

恶搞”“网络事件”等的产生都是青年宣泄情绪、张

扬自我的主舞台。其三，技术环境。新媒体通过手

机、互联网络的全面覆盖，信息传播快速而丰富，这

使得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采取视频、

图片、文字等表现形式，生动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信

息，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此外，网络

的虚拟匿名给予了大学生安全感，这将有利于教育

者和被教育者畅所欲言，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

到疏通、引导、教育的目的。

（二）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

１．对高校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其一，学习方
面。由于新媒体海量信息传播分散而无序，缺乏教

育者的专业指导，导致部分大学生对问题理解浅薄

而片面，不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其二，价

值观影响。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各种文化、

意识形态间的交流与碰撞给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冲

击，而大学生价值观尚未成型，缺乏理性判断，从而

比其他群体更易受到其消极影响，造成价值取向紊

乱，这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三，生

活影响。部分大学生沉溺于微信、微博等交流平

台，逃避现实，沉迷网络，甚至导致健康问题。

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负面影响。
其一，主导地位。新媒体技术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效果具有不确定性。面对海量信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主导地位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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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也会受到损害。其二，教育模式。大学生容易

受到虚拟世界的影响，价值观念容易产生偏差，这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其三，自身

素质。个别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素质薄弱，受西方

观念影响，科学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淡化。此外，

存在着部分教育工作者业务能力、整体素质较低。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应不断加

强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以增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和时效性。

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负面影响。其
一，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同化加剧。大学生身处新

媒体之中，无意之间即会遭受垄断媒介的舆论影

响，而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最优质的新媒体资源，

试图舆论同化，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较

大的难度。其二，文化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的权威逐渐弱化，社会道德标准娱乐游戏化，

极大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其三，技术环

境。虚拟网络制造了网民可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

的表象，诱使一部分缺少自制力的大学生甚至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抵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

（三）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征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大学生作为最先接

受“数字化生活”的群体之一，获得了汲取世界优秀

文化和展现个人才华的新渠道。与此同时，他们的

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人际交往等方面，也受到新媒

体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也呈现出新的状况。

１．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复杂化。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的第３８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我国
网民达７．１０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１．７％。［４］新媒
体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可使人们通过互联网拉近彼

此之间的距离，但也可能会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的沟通交流能力降低，诱发各种心理问题。除此之

外，新媒体平台不仅充当了大学生娱乐放松、宣泄

情绪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引发网络犯罪、宣扬西方

腐朽思想的温床。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制性灌输与

社会舆论的约束性都可能丧失其优势，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环境变得日益复杂。

２．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特征的明显化。新媒
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特征首先体现在教育

者的主体性上。思想政治教育者若想要取得良好

的教育效果，就应使教育方式多样化，努力探索新

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其次是被

教育者的自主选择性。在新媒体时代，现实社会中

的阶级、特权、性别等因素都在逐渐弱化，这提升了

人们的个体意识。而当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被教育者，需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去选择接受

信息，这将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３．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样化。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需要固定的地点、时间、人群才能展开教

育活动；而在新媒体时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可以

通过“手机信息推送”“互联网教学”等方式随时随

地进行知识的传播与学习。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教育者需耗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去查抄资料、撰写讲稿，却收效甚微；而在

新媒体时代，教育者可以采用组织学生观看视频、

讨论演讲、布置网上学习及作业、聊天谈心等方式，

教育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减轻了教育工作者备课教

学的负担，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成因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新媒体去中心化特征

的冲击，思维模式单一化导致教育主客体间交往不

平等，与新媒体时代多维度教育目标相背离，使得

思想政治教育出现有效性障碍。同时，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遭受新媒体技术挑战，其陈旧的教育模

式与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教育方式相背离。此外，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具有碎片化特征，这导致其

教育实效性降低、教育主体难以把关、客体紊乱无

序和教育环境复杂多变等。

（一）思维模式单一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

有效性障碍

１．思维模式单一化遭受新媒体去中心化特征
的冲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是面对面

的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掌控教育内容与

形式，以口述的形式给学生讲解；新媒体时代的思

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单一、被动的灌输模

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教育，其脱离了场地

局限，打破了以往口口相传的形式，以多点对多点

的形式进行传播，去除了教育者的中心、权威地位，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被教育者都能参

与其中，实现了多元化的实时互动式传播。思想政

治教育从训诫式灌输逐渐转变为自主式汲取。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绝对权威、中心地位的丧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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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又具有隐蔽性、自由性、平等性特征，这使得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个话题的意见领袖，而主流意

识所倡导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领袖地位开始瓦解，不

再成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唯一基准。

２．思维模式单一化导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间交往不平等。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

以教育工作者单向思维模式为主要方式，这在资讯

蔽塞、相对封闭的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以

权力为主的一元体系，单向地将学生置于抽象的观

念世界，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处于绝对

垄断、支配地位，实行的无差别、同质教育方式扭曲

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的平等性、正当性。特

别是在新媒体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容易导致大学

生表达自我认知空间狭小、师生间缺乏有效沟通交

流、教育者无法获知被教育者的内心真实想法和诉

求、教育主客体间交往不平等倾向加强等问题。

３．思维模式单一化与新媒体时代多维度教育
目标相背离。在网络虚拟世界，人人都有“麦克

风”，新媒体技术影响了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模式。大学生在新媒体中展示个性，表达情感需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了解大学生的兴

趣，关注其现实问题，在坚持灌输方法的前提下，应

用个性化教育方式，改变以往单向传输、理论灌输

的教育方式，培养具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社会公民。单一的无差别同质教育忽视了大学

生的主体性、创造性等。

（二）教育模式陈旧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１．教育模式陈旧化遭受新媒体技术的挑战。
新媒体信息自由化和超自由的表达方式，增强了受

众的感受性，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型升级。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主要是通过宣讲、报纸、电视等传统方

式及渠道来教育学生，具有稳定性，却缺少创造性。

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方式抑制了大学生的主

体意识，禁锢了大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也给大学生

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大学生防御

信息心理机制不完善，在面对席卷而来的新媒体海

量信息时，极易受到影响，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严峻挑战。

２．教育模式陈旧化与新媒体时代多样化教育方
式相背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采取灌输、

交流的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

这种单一、机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新媒体

时代多样化教育方式相背离。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适

应新媒体时期的育人要求，顺应合作学习、终生学

习、远程学习等教育背景，实现思想教育效果的最大

化。在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大学生思想价值教育的

分类分层，积极寻求新的教育模式，以互联网的开放

性思维，采取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３．教育模式陈旧化导致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发展滞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连接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纽带。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未能紧随新媒体的动态变化而深化理

论研究，导致其理论发展滞后，使得思想政治教育

缺乏理论依据，实践活动也难以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辐射力大大降低。

（三）教育内容结构碎片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降低

１．教育内容结构碎片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难以把关。新媒体所具有的自由开放性与广泛

参与性，使得以权力为中心的一元体系逐渐瓦解，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信

息传播碎片化，大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时间

自发地接受与传播信息，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同

心圆结构使得各个系统之间难以形成合力。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受载体限制，承载信息量少，大

学生感受性不足，难以形成共鸣，进而难以转化为

自觉。同时，受时空与场合的限制，传播路径受阻，

受众接受性较差，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在网络环境

下面对极大挑战。

２．教育内容结构碎片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客
体紊乱无序。新媒体具有多元多变、快速无界等特

征，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信息源呈现多极化态

势，丰富了受教育者的选择；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体系的陈旧部分所呈现出来的滞后性与单薄性，

片面强调以知识为本，偏离了内容的政治主导，忽

视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的层次性和差异性，造成大学生思想意识构建缺乏

适配性、契合性。而西方普世价值、拜金主义、庸俗

趣味也夹杂其中，使得大学生容易出现价值选择偏

差及文化取向紊乱，这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科学性与纯正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一元主导

的整体化格局遭受冲击，在教育客体上表现出思想

文化品位矮化、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负面现象。

３．教育内容结构碎片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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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复杂多变。新媒体的低门槛、无界性、辐射性致

使其近几十年得到井喷式发展，它解构了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权威，构建了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碎片化使得教育内容零散无味，

打破了教育环境的可控性，影响大学生主流价值观

的形成，导致思想文化品位矮化的现象，从而降低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随着现代传媒形态和传播环境的发展，新媒体

已经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这就需要高校主动、有效地运用新媒体做

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组织领导、工

作平台、工作队伍等方面着力，让新媒体成为高校

引导、服务、凝聚大学生的新平台，使思想政治教育

事业在新媒体时代能够保持新的生机与活力。

１．正确认识新媒体，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
念。新媒体信息的传播主体具有自由性和普及性

等特点，根据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和互动效应，牢固

树立引导、平等、服务的理念。新媒体环境下信息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教育者应引导学生明善恶、知

美丑、辩真伪，以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和任

务性；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趋向平

等，教育者应以平等理念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

性和主体性；无论是新媒体环境，还是其他传统手

段，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服务学生的

成长，故仍然要坚持服务理念。

２．强化领导新媒体，建立思想政治工作新机
制。应对挑战，应强化对新媒体工作的领导，定期

召开工作碰头会、研讨会，以此形成互联互通、严密

高效的管理机制；制定新媒体工作相关方案，对新

媒体的信息发布、安全保障、运行监督等作出严格

规定，确保新媒体的各大平台正常、安全、有效地运

行；组建新媒体类学生组织，在各二级学院学生会

及社团中建立分支机构，使新媒体的信息采集源、

基层管理者遍及学生一线，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和责任意识，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３．积极运营新媒体，占领思想政治工作新阵
地。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

仅限于传统的课堂和课外文体活动，还要延伸到新

媒体平台。高校可利用新媒体内容的即时性与海

量性，开通校园新媒体平台，在继续运营好校报、校

园广播、橱窗等传统校园媒体的前提下，开通并认

证校级ＱＱ、微博、微信等平台，各有关部门、二级学
院、学生组织相应开通并使用，以此形成新媒体矩

阵，建立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合力。同时，应用新媒

体服务个性化与阅众分享性特征，让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走进新媒体”，整合各部门的信息资源，打造

“贴近实际、贴近师生、贴近生活”的融思想性、知识

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新媒体平台，提升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式”影响。

主动运用新媒体，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高

校应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权，深入研究新

媒体环境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应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媒体素养。将新媒

体的运用作为一项硬性指标列入思想政治工作者

的考核、评优评先之中，同时不断加强新媒体业务

培训，提升其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同时，积极引导

大学生充分利用微博、微信、ＱＱ等新媒体工具，引
导其规范合理使用新媒体。通过举办新媒体相关

讲座，推广新媒体理念，普及新媒体知识，增强大学

生的新媒体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导学生深入了

解新媒体，自觉遵守新媒体规范与道德，主动抵制

有害信息，合理使用新媒体资源，帮助其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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