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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校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本文试图在模因论的

指导下通过高校融媒体矩阵的建立，合理表达的话语内容，更好发挥校园融媒体影响力，达到对大学生润物无声的教育引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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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仅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更承担着传播思想、弘扬正能量

的重任，面对信息多元化传播发展，基于模因论创新理念、优化内容、

整合资源、革新机制更好推动校园传统媒体改革和适应新媒体融合发展

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和延伸的思想引领、知识传递、文化营造、情感凝

聚、实践锻炼的育人功能。 
1 研究背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被提出，高度概括了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和融媒体的发展，

多次作出指示、批示。模因学是在生物学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借

用生物进化的模式探讨“文化”的复制、传播和进化。本研究尝试通过

多种渠道强化“优势基因”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复制和传播，进而实现

营造积极舆论氛围、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 
2 面临的挑战 
近年，中东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香港局势暴露出的教育缺失

和部分高校“精日精美”分子在网络上出现发帖、跟帖现象，值得我们

高度警惕。 
2.1 时代呼唤改革 

“00”后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客

体，其受主流媒体单项引导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部分高校对新媒体重

视程度不够，对其传播和发展规律了解不深入，育人功能和舆论引导机

制不完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叙事方式和话语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加

剧教育难度，必然要求高校进行“供给侧改革”。 
2.2 尚未形成媒体矩阵，合力不强 

传统媒体如校报、广播台、电视台在播出内容、传播时间上学校具

有主导权和垄断性，运营经验丰富，便于管理。但目前高校新旧媒体之

间互相竞争甚至拆台，尚未形成合力。需要建立融媒体矩阵，在成本

小的前提下做到信息更为广泛传播，既具备传统媒体的阵地优势，又有

着打破时空限制，改变师生互动方式的吸引力和开放性优点，有效节约

人力、资金的成本投入。 
2.3 管理混乱，永远“慢半拍” 

目前，新兴社交网络 APP 不仅数量多，而且更新换代快。学校各单

位注册的新媒体账号近百个。以微信公众号为例，有的一个单位拥有多

个账号、有的是个人公众号，甚至主体运营者已经毕业多年，还有的已

经停止更新多年。随着抖音的兴起，众多校园账号又吹响了抢占“高地”

的进攻号角。还有“绿洲”“微视”等一批学生们的“新宠”APP，似乎

学校一直在追赶学生的脚步、永远“慢半拍”。 
3 基于模因论视角融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3.1 学校重视，加强管理 

学校要尽早出台统一的注册、运营、团队管理规定，及时注销停用

账号，关停代表学校发声的个人主体账号，整合“小号”集中资源运营

“大号”。学生群体中拥有几万粉丝的网络“大 V”不在少数。要加强对

学生“大 V”的日常监管，保持密切联系，既防止他们不明真相信谣、

传谣，又需要他们在关键时期帮忙转发评论官方消息，扩大信息影响面。

同时高校要积累突发舆情处理办法，一旦出现公关危机，不仅对学校声

誉有损、更会使学生和家长产生信任危机。要防止不良舆情干扰学生正

常教学秩序和对学生心理造成的不良影响。 

3.2 加强品牌效应，突破选择壁垒 

网络“大 V”一条微博就价值千金，原因在于他的众多粉丝产生的

品牌效应会被优先推送在用户面前。因此与其拥有 10 个粉丝在 5 千-1
万的社交账号不如集中精力运营出一个“10 万+”新媒体账号。因此要

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校园“品牌”融媒体账号。当校园品牌账号发出消

息后，从传播机理上后台会将内容优先推送到学生的手机客户端，而非

要学生搜索才能浏览。这就达到了类似于校园广播的宣贯效果，极大的

提升了融媒体产品的利用效率和覆盖面，突破了在新媒体环境中学生对

信息的自我筛选。 
3.3 用心打磨内容，转化话语体系 

打磨发布内容将“官样文章”转化成学生容易理解、产生兴趣和共

鸣的“网言网语”。选取学生喜闻乐见的短视频、配音短文图片、漫画表

情包甚至大胆尝试直播。面对疫情，不少高校首次尝试了直播教学，收

获大量“粉丝”，如果疫情结束仍然能有教师制作抖音短视频或进行直播

互动，笔者相信这将成为继微信公众号“10 万+”之后又一热门阵地。 
3.4 坚持传统媒体优势，新旧融合 

校园传统媒体宣传阵地效果明显，在学生心目中这也是获取学校官

方权威消息发布的地方。传统媒体要将宣传内容从宣传栏、校园网主页、

广播电波、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子信息、图片、音视频，重新整合排列，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到学生的手机里。

同时传统媒体一般信息内容层次较深、思想内涵更丰富，可以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对信息的不同需求特点，进行差异化运作和服务。 
3.5 打造大宣传工作队伍 

从“三全育人”的角度上来讲，思政宣传工作早已不再是高校某个

单一部门的工作了，涉及到多部门、多学科的通力合作。需要成立融媒

体中心，人员由宣传、学生管理、思政、心理等专业背景教师共同组成。

大宣传工作队伍在运行机制上要灵活，需要在培训上多倾斜，激发工作

人员热情，勇于创新、鼓励原创，进行贴合学生生活又高于生活弘扬正

能量的一手新闻素材报道。 
4 疫情期间网络思政的重要价值体现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例，以这次抗击疫情涌现出的感人、突出事迹为

素材，在各种媒体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不断复制重复，各

学校结合实际报道身边战“疫”典型，产生“进化”，获得同学们广泛转

发、评论达到进一步传播效果。有的学生还会自发在社交品台展示原创

短视频达到深入传播效果，一时间“爱国”“祖国加油”“武汉加油”成

为网络热词，占据了学生们的“朋友圈”，达到了让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潜

移默化地在学生群体中自然传播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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