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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新媒体平台的管理策略。先分析新媒体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双重影

响，接着剖析管理现状中的意识、制度及队伍问题。基于此提出提高管理意识、完善制度、加强队伍建设、

创新教育形式、加强与学生互动等策略，旨在提升高校思政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实效性，为高校更好地

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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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in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Firstly，analyze the dual impact of new media on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and then analyze the issues of consciousness，sy

stem，and team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Based on this，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

ng management awareness，perfecting systems，strengthening team building，innovating educatio

nal forms，and enhancing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providing use

ful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universities to better utilize new media to carry out id

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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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新媒体平台迅猛崛起。其

以高效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多样化的互动形式，重塑了信息传

播格局与人们的生活模式。在高校领域，新媒体平台逐渐成

为学生获取信息与交流互动的关键渠道。这既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带来了拓展教育渠道、增强互动性等机遇，也带来了

信息良莠不齐、管理难度增大等挑战。因此，探索如何有效

管理新媒体平台，使其充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二、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

新媒体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

道。网络上丰富的教学资源打破了传统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限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此外，

微博、微信公众号、在线教育平台等多样的新媒体平台为思

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传播载体。教师可以通过文字、图

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教育内容，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形象、易于理解。

2. 增强了教育的互动性

新媒体平台增强了教育的互动性。它为学生、教师和同

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学生可以在平台上自由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与他人进行讨论，极大地提高了他们

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教师也可以通过互动了解学生的思想状

态和需求，进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例如，在在线课程平

台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教师和其他同学能够及时回答，

营造出积极的交流氛围。新媒体平台还可以组织各种线上活

动，如主题讨论、征文比赛等，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3. 提升了教育的时效性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更新及时的特点，能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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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将时事热点和政策信息传递给学生，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

时代感。当重大事件发生时，高校可以通过新媒体及时发布

相关信息和评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事件，增强他们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教师可以根据时事热点调整教学内

容，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使教学更贴近实际生活。例

如，在疫情期间，高校可以利用新媒体宣传抗疫英雄事迹，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消极影响

1. 信息良莠不齐，容易误导学生

新媒体平台由于信息丰富多样且开放透明，导致平台内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充斥着大量虚假和负面信息，学生

缺乏辨别能力，容易被误导。例如，社会不实信息或网络谣

言可能使学生对社会产生错误认知。同时，不良信息可能影

响学生的情绪和思维方式，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

一些错误价值观的传播，可能使学生在理想信念、道德观念

等方面出现偏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重大挑战。

2. 分散学生注意力，影响教育效果

在新媒体时代，娱乐信息和社交互动丰富多彩，容易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分散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大

量的娱乐信息使学生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难以专注于

相对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社交平台也占用了学生大量

时间，使他们无暇顾及思想政治学习。这大大影响了教育效

果，学生难以深入理解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从

而影响了他们思想道德素养和政治觉悟的提升。

3. 增加了管理难度

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增加了管理难度。信息的开放

性使得传播难以控制，不良信息可能迅速扩散。匿名性使一

些人在新媒体平台上发表不当言论更加肆无忌惮，追溯源头

也更加困难。高校在管理新媒体平台时，既要确保信息的正

确导向，又要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团队需要具备较高

的专业素养，以应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这无疑增加了管理

的复杂性和难度。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新媒体平台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意识方面

部分高校对新媒体平台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信息时代，新媒体

已成为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

些高校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仍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对新

媒体的影响力和潜力缺乏深刻认识。他们没有意识到新媒体

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天候、全方

位覆盖。缺乏主动管理意识，就无法充分发挥新媒体在引导

学生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不仅会使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滞后于时代发展，也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

的需求。高校应加强对新媒体的研究和认识，树立主动管理

的理念，积极探索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

（二）管理制度方面

高校在新媒体平台管理方面的制度存在缺陷，严重影响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由于缺乏明确的管理规范和流程，

新媒体内容的审核、发布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标

准。在内容审核方面，不完善的审核机制可能导致不良信息

传播，对学生思想产生负面影响。发布环节若没有规范流程，

容易出现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而监督机制不健

全，则无法对新媒体平台的运行进行有效监控，难以发现和

纠正问题。例如，一些高校的新媒体平台可能会发布一些未

经核实的信息，或者对学生的不良言论没有及时处理。这不

仅会降低高校新媒体平台的公信力，也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高校应尽快建立健全新媒体管理制度，明确各环节

的责任和要求，确保新媒体平台的规范运行，为思想政治工

作提供有力保障。

（三）管理队伍方面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媒体管理队伍建设相对滞

后，成为制约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管理人员缺乏新媒体技

术知识和运营经验，难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在新媒体

环境下，管理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如熟悉新媒体

平台的操作、掌握数据分析方法等。同时，还需要了解新媒

体的传播规律和特点，具备良好的运营策略。然而，目前高

校的新媒体管理人员大多是从传统管理岗位转岗而来，缺乏

相关专业背景和经验。这就导致他们在管理工作中往往力不

从心，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例如，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广和

互动方面，可能由于缺乏运营经验而效果不佳。高校应加强

新媒体管理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引进专业人才等方式，提

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打造一支既懂思想政治教育

又懂新媒体技术的管理团队。

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新媒体平台的管理策略

（一）提高管理意识

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和研究至关重要。新媒体具有传播

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应组织专家学者对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传播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其对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的影响。通过研讨会、学术讲座等形式，让教师和管理人员

深刻认识到新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只有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才能

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运用新媒体平台，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效性。

树立主动管理的意识，需要积极探索新媒体平台的管理

方法和策略。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应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不能被动地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可以成立新媒体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新媒体发展规划，明确管理目标和任务。

同时，加强与新媒体平台运营商的合作，共同探索有效的管

理模式。例如，通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及时了解学生在新

媒体平台上的行为动态，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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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高校的成功经验，不断创新管理

方法和策略，提高新媒体平台的管理水平。

（二）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新媒体平台管理的规章制度，是确保思想政治

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制定详细的新媒体平台管

理办法，明确管理职责和流程。例如，规定新媒体平台的信

息发布审核流程，明确谁负责审核、审核的标准是什么等。

同时，建立新媒体平台的日常维护制度，确保平台的正常运

行。此外，还应制定新媒体平台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平

台的技术防护，防止黑客攻击和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的发生。

加强对新媒体内容的审核和监管，是保证信息积极健康、

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关键。高校应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

机制，对发布的信息进行全面审查。审核内容包括信息的真

实性、合法性、思想性等方面。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信息，坚

决不予发布。同时，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日常监管，及时发

现和处理不良信息。可以通过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实时

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舆情变化，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

警和处理。此外，还应建立举报机制，鼓励学生对不良信息

进行举报，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三）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组建专业的新媒体管理团队对于提升管理能力至关重

要。技术人员负责新媒体平台的技术维护和升级，确保平台

稳定运行；编辑人员主要负责内容的策划、编辑和发布，保

证信息高质量且具有吸引力；管理人员负责团队的协调和监

督，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高校可以通过招聘、培训等方

式组建一支高素质的新媒体管理团队。同时，加强团队成员

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例如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交流经验，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加强对管理队伍的培训和学习对于提高他们的新媒体素

养和管理能力非常关键。高校可以组织新媒体技术培训或思

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水平。同时，鼓

励团队成员自主学习，密切关注新媒体行业发展动态，不断

更新知识和技能。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管理人员积极创新，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可以设立新媒体管理创新奖，对工作

表现突出、创新成果显著的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此外，还

可以通过绩效考核等方式激励管理人员不断提升工作质量。

（四）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于增强新媒体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至关重要。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个性化等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这些特点进行内容创新。例如，将时事

热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相结合，通过生动的案例引导学生

思考，让学生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理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注重内容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运用幽默、故事等元素，

使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变得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运用多媒体技术丰富教育形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微视频、动漫等形式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为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好的传播方式。制作高质量的微视频可以

选取学生身边的故事、榜样人物等题材，通过精彩的画面和

生动的讲述，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动漫则可以以轻松幽默

的方式呈现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让学生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此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学生创造

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利用新媒体平台建立互动渠道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

动态和需求。新媒体平台使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学校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发布问卷调查和话题

讨论，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关注学生在平台上的

留言和评论，分析他们的关注点和困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内容。例如，针对学生关心的就业问题，可

以邀请专家进行在线讲座和答疑，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积极回应学生的关切和问题可以增强学生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当学生在新媒体平台上提出问题或表

达困惑时，学校应及时给予回应，提供专业的解答和指导。

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心和重视，还能增强他们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此外，组织学生参与新媒体平台的

管理和建设，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可以邀请学生担任新媒

体平台的编辑、管理员等职务，让他们参与内容策划、制作

和发布的过程，提高他们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使平台更符合

学生的需求和兴趣。

五、结论

新媒体平台的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

战。高校应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提高管理意识，完

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加

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

环境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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