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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思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全新的定义，本文通过对网络思政教育的特征进行剖析、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

面临的问题整合、结合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现状，探讨了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以期对实际教学培养产生正向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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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把握人才培养规律、思想政
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根据 2020 年 3 月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

民规模为 9.04 亿，手机网民规模更是达 8.97 亿，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3%，因此，探究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路径创新，成为高校思

政教育的一项关键任务。 
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分析 
1.1 网络思政教育主体的平等交互性 

网络媒介赋予了大学生在思政活动中的主动权和自由性，教育的去

主体化逐渐成为了网络思政教育中的主要趋势。同时，教育者和大学生
互动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实时同步方式向实时同步和延时异

步相融合的方式转变。 

1.2 网络思政教育内容的多元开放性 
融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终端数量剧增、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信息量

与话语体系传递速度和辐射范围将不断扩大，全媒体呈现出来传播内容

涵盖了多种感官系统的调动，在“热媒介”的充斥下，多样化的教育内
容能够使学生在解读、扩散过程中不断丰富网络思政教育的内涵与信息

价值。 

1.3 网络思政教育反馈的实时叠加性 
以往的思政教育以课堂、教材文本与面对面交谈作为获取知识的渠

道，个体若要有任何意见只能通过封闭的空间去寻求答案，现阶段学生

提供移动终端、电脑等去接受信息，反馈方式和速度接近于实时，不同
媒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思想教育空间逐渐由二维平面向立体化格局

转变，促进思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营造实时叠加的效果来掌

握话语权。 
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面临的问题 
2.1 网络思政教育教师队伍队伍参差不齐 

在队伍建设方面，网络思政教育队伍存在专业水平无法保证的问题。
首先是在数量上，全身心投入网络思政的大多为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或学

院学院团委书记带头在做，思政队伍数量严重不足；其次，在网络思政

队伍需要专业化的网络媒介素养和媒体操作能力，而目前队伍中的大对
数只具体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结果直接影响到网络思政教育效果；

后，在网络思政教师队伍的培养上，缺乏专业的培训体系和配套制度。 

2.2 网络思政教育的载体分散，育人合力不足 
在载体建设方面，网络思政教育载体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纽带。近

几年，高校网络思政建设以博客、微信公众号等成为网络思政的重要阵

地，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及网上网下的育人合力，多数高校在网络思政教
育载体建设上还处于各自为营、多面开花的状态，其一是缺乏有效的协

同机制，媒体矩阵影响力没有形成；第二就是网上网下舆论场没有很好

的形成交集互动，课堂主渠道和网上舆论场割裂严重。 
2.3 网络思政教育在话语权缺失、品牌影响力弱 

在内容建设方面，而网络平台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特点，在网络

空间的“内容为王”下，高质量的内容不仅能够提高品牌档次而且能够增
加学生群体的粘性，目前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内容的广度基本可以达标，

但在精度和深度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如今存在歪曲信息抢占主渠道的

现象，导致主流话语边缘化，广大思政教师应该在此种情况下主动发声，

填补网上的影响力不足的空白。 
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探索 
3.1 开放思想强化用户思维，提高思政教育队伍建设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系统的制度保障是必要因素。第一方面，高校

网络思政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在制度建设层面，严格的准入制
度、完备的培训体系、精准的考评程序是队伍建设的保障机制。此外，

对于培训内容，除了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培训、能够符合当下需要的网

络技术外，还要加强教师队伍应对突发舆情危机的考量课程。 
第二方面，对于在职业素养的提升，政治素养是前提，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力，增强用党的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大

数据进行分析调研的能力，如对学生网络使用习惯、使用偏好的把握、
用符合当下语境的语言进行文章推送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构建校园媒体矩阵集群，发挥意见领袖议程设置 

互联网的特性就决定了不同媒介需要在组织间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协
同发挥作用，首先，所谓的构建媒体矩阵集群，即通过“中央厨房”模式

的一次采集、多次编排、多元发声，利用不同媒介的自身特点，实现优

质资源的推广；其次利用大数据、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掌握大学生网
络使用画像、以此结果为依据进行多样化制作，对优质内容实现精准推

送； 后，整合多方资源，利用学生使用习惯、可在教务系统、图书借

阅网站、学工网等端口平行输出，在学生使用粘性高的校园媒体网站进
行内容输出，充分发挥矩阵集群在采编、制作、输出等环节的应用创新，

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下，让主流意识形态在校园内高高扬起，创新

网络思政新格局。 
3.3 拓宽网络素材收集渠道，丰富思政教育体系内容 

融媒体环境下，要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进行思路的启发与获取，实

现网络思政教育路径的守正与创新。 
第一，学生群体的用户使用偏好，根据所在地区、院校、专业等人

群特征进行用户细分，结合快餐化的信息呈现、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实

时移动的使用场景进行精准推送与触达，如早午时间段，学生大多奔波
于宿舍、教室、食堂间，大段的信息不利于此阶段的推送，而晚间时间

较为充裕，学生活动度减弱，可考虑在此时段进行大范围的理论培育。 

第二，实现网络思政教育打通课堂主渠道，建立德育和智育相结合
的思政课体系。打破课堂理论学习与思政教育的边际，实现教学素材与

优势内容间的互补教学，如可同专业课教师联手，在专业课知识的传授

过程中，加入马克思理论教育等环节，结合大学生群体需求与喜好完成
教学内容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接力等方式，引发校园关注度，主

动打造校园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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