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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充分表现了当代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社会影响力。为了加强网络思政

新媒体的话语权,必须深入把握网络思政教育话语的内涵与发展,为此,高校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矢志不移地推进平台法制化、加强监管力度和优化话语结构,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新媒体,构建符合大学生认知习惯和思维方

式的网络宣传教育体系,不断增强高校思想网络政治教育新媒体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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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fully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ew media, we must deep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to this e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university should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platform,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optimize discourse structure, rationally develop and effectively 

use new media, build a network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nforms to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new media discourse 

power in college ideological network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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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内涵和发展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思政教育方面的话语权被赋予了更

多层面的内涵,新媒体不仅仅扩展了大学生话语权实现的空

间和表现,更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思政教育工作者只有掌握了网络新媒体的有效话语权,

才能在思政教育领域取得实效。话语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人

们用一定的方式传递情感、表达思想并试图获取反馈的一种

途径。网络思政新媒体的有效实施是需要话语权作为载体去

实现,网络思政新媒体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工作

实效性,网络思政新媒体是思政政治教育通过网络新媒体这

一媒介实现的思政教育统领话语的一种主导权,使思政政治

教育成为高校引领大学生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引导正确舆

论导向的有效实践过程。网络思政新媒体主要强调面对网络

新媒体、参加网络新媒体和引导网络新媒体的过程中所掌握

的教育话语权,而非“霸权主义思想”。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

权的建构在各领域推进深化改革、建设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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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实现网络新媒体话语信

息推向健康发展的应然状态。 

新媒体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网

络新媒体”这新型产业的快速崛起,几乎是一夜之间瓦解了

传统自媒体的“舆论和信息垄断”。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

体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又一次飞跃,受众对网络新媒体的使

用突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使其话语权有了更大程度

的实现。与传统自媒体相比,网络新媒体不再是单项的信息

传输,而是可以通过交互的形式进行数字信息传递,换句话

说,网络新媒体充当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然而,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思政话语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只有真正

获取受众心理认同感时才得以实现其意义价值。当今大学

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化,网络新媒体的互动性使得信息

生产不再处于传统媒体的垄断状态,民众拥有充分的话语

权,因为他们是信息的“加工者”和“传播者”,网络新媒

体话语权的建构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新媒

体时代背景下,如何引导高校学生话语权平衡及如何在法

律方面进行规制,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该重点关注的

问题。 

2 高校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重要性 

2.1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关系到高校学生意识形态

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是党的建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维系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做好思想政

治的各项工作,就应结合具体情况、针对具体问题,与时俱

进,因势利导。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高校大学生作为主要

网络群体,不仅是网络信息的共享者,同时也是网络信息的

发布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信息化手段也处于多元

化态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信息传

播渠道等发生深度变革,导致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空前

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而意识形态在网络新媒体

传播中对技术因素有很强的的依赖性。通过网络思政新媒

体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当今新媒体领域新

问题因网而生,因网而增。从国际角度来说,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一直受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冲

击和渗透。网络新媒体场域下,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大学生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就

需要实现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时代转型,顺应时代发

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不断提升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表达的

引导力、吸引力和话语魅力,不断增强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在网络新媒体视阈下的话语权。 

2.2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关系到高校学生社会价值

导向 

价值既是满足事物自身与对象需要的属性,也是衡量

事物与世界间关系的尺度。人际关系的便捷性影响着高校

学生价值动态的差异性,网络新媒体多样化赋予大学生鲜

明的个性,而不同的社会价值导向改变着高校大学生的价

值取向。习近平曾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

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树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

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权的第一动力是价值动力,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构建

需要整合学生价值导向机制。在网络不断更新的时代背景

下,通过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建构,网络思政紧追社会

发展步伐,更好地实现其价值,就需要倚重新媒体话语体系

的力量。思政工作者通过科学的价值取向去比较权衡,解决

非主流价值观的多种矛盾问题,使思政工作者在海量的网

络新媒体信息中取舍话语内容,主动涤清思想,主动拒绝碎

片化思维,引导网络思政主体话语的价值动态,通过网络思

政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引导,为新媒体话语权的建构积蓄良

性的价值动力。 

2.3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关系到高校思政工作实效性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新媒体话语权是维护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地位、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键因

素,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是决定高校思政工作实效的重

要因素之一。在网络思政的大背景下,从纯粹的工具理性中

摆脱出来,形成富有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更加凸显网络思

政新媒体话语权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目前网络思政

场域来看,新媒体技术具有便捷性、互动性以及话语平等等

特点,丰富思政教育话语权的时代内涵,发挥网络新媒体教

育的引导功能、组织功能等,有效促进新媒体话语权在高校

思政工作中答疑解惑、人文关怀以及教育提升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网络思政教育在新媒体方面话语权的提升和掌控,

可以强化高校思政工作的实效性。实效性是网络新媒体条

件下信息传播的重要特点,高校大学生面对社会利益多元

化、媒体思想思潮多样化、信息传播复杂化等社会形势,

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价值引领,是应对网络思政在新

媒体话语挑战、提升思政工作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

面,通过网络思政体系的力量,掌握新媒体话语的主导权,

突破思政教育工作在空间与时间的障碍,变弱势为优势,更

好地依托网络新媒体技术提升高校思政工作的实效性。思

政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需要寻找突破点,找到适合网络思

政新媒体话语权构建的有效方式,切实发挥好新媒体话语

权的战斗堡垒,务必守好网络思政教育在大学生新媒体话

语工作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3 高校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现实挑战 

3.1防御体系弱化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开放性,使得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地

域和时间的限制,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由于网络思

政教育话语的传播方式存在不先进性,直接导致思政工作

在新媒体话语的受众群体被动局限,新媒体对提升网络思



现代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19 年 6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7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政教育影响力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针对西方国家意识

形态话语霸权的渗透给我国高校网络新媒体话语安全带来

了巨大考验。一方面,利用网络新媒体推销西方的资本主义

制度和价值观,贬低马克思主义,鼓吹西方文化。另一方面,

通过各种影视文化作品传播西方“普世价值”,不断动摇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领域地位,对大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的渗透。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关键期,社会关注

点、社会矛盾不断从自媒体时代过渡到新媒体时代,高校大

学生网络言论传播速度惊人,而且无法进行层层把关,工作

落实难度增大。西方媒体对社会敏感话题进行重新包装并

加工,歪曲事实依据,丑化党和政府形象,否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带来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高校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岌岌可危,最终达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丑陋

目的。思政教育者对话语权的控制力被削弱,这在一定程度

上动摇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领域的地位,进而思政话

语防御体系也面临很大的冲击。 

3.2监管体制不健全 

当前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接受信息和传递信息

的重要载体。开放性的特点促使网络信息传播更加高效性、

快捷性和广泛性,为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

利的条件,但也为其信息的传播安全带来了隐患。高校大学

生由于求知欲强、喜欢和尝试新鲜事物,互联网信息内容鱼

龙混杂、花样百出且更新时间非常快,个人隐私信息在大数

据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变得不再隐晦,内容甄选难度陷于瓶

颈。与此同时,各种网络诈骗案件频繁发生,短信和电话诈骗

屡禁不止,网络监管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作案契机,网络黑

客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学生隐私信息,通过贩卖大学生详细信

息获取商业利益,这极大程度上对学生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

威胁,不仅如此广大学生对网络空间信任感也每况愈下。为

了夺得大学生眼球,网络新媒体在标题和内容上别出心裁,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网络思政工作的难度,往往是出现问题

再解决问题,导致网络思政教育存在滞后性。高校思政教育

观念还处在阶段发展期,基本无法适应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脚

步,有时还依赖传统媒体进行思政工作是当前共性问题,以

致于高校对网络空间的主导和监管还处于疏离状态。以上高

校对网络监管体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社会

价值判断,降低了大学生对网络思政的认同,削弱了思政教

育在网络新媒体方面的话语权。 

3.3理论引导迟滞 

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趋于式微的重要

因素之一,通过描述在何种视角、何种程度上来阐述网络思

政的主体内容,与思政话语权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

系。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受网络新媒体的严峻挑战已是不

争的事实。以新闻传播为例,新闻是以思想、理论和传播理

念及相关政策为主要内容进行信息传递。而传统媒体在话

语权上的“空壳化”,相比较新媒体而言,传统主流媒体反

应较慢,没有发挥深度调查的优势,其后果就是失去信任的

传统媒体在传播功能上的逐渐式微。众所周知,主流媒体的

报道和评论可信度低,信息框架受众刻板,宣教式的风格降

低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信任度的转移,其实

就是话语权的转移。理论体系的滞后与薄弱使得网络思政

教育的实践活动缺少理论依据,导致新媒体话语还停留在

宏大叙事的层面中,没有形成固有特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

理性,理论框架无法带动新媒体话语体系的运行,主流媒体

的垄断渠道几近丧失,信息流难以显现。如果网络思政新媒

体无法紧跟时代步伐,理论发展停滞不前,思政教育者就陷

入话语两难境地。 

4 高校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权是一种多维内涵的理论概念,

是以新媒体为视角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新思路。网

络思政新媒体话语建构研究关系到我国高校大学生意识形

态的安全,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所以在社会思潮多样化的

舆论战场中,必须科学分析和深入研判网络思政教育所面

临的新问题,增强说服力,争取主动权,确立话语权。 

4.1推进网络思政新媒体平台法制化 

构建法制化平台,既有效保障高校师生的良性沟通,还

能对高校大学生的网络言行起到约束作用,从而推动网络思

政教育在新媒体话语权方面的稳定发展。一方面,高校应建

立专业化的校园网络平台,完善法规保障制度,将大学生网

络话语权的保护纳入法制体制；同时,加大经费和专业人员

的投入,加强网络思政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力度,切实保障平

台安全稳定,努力提升高校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进一步推

进思政教育工作在网络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

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思政教育的官方媒体平

台需主动拓宽多元化渠道,利用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捷性、

及时性和平等性等特点,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微信公众号、QQ

群平台,加强高校大学生法制化建设平台,紧握时代话语时

机,并且可以在平台中展现网络思政教育时代风貌,及时占

领思政教育在新媒体平台的话语阵地。 

4.2加强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监督管理 

行为有利的规章制度是提升高校网路思政教育的根本

保障,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是确保高效网络思政话语权良心

发展的应有之义。首先,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大学生

话语权中应充分扮演好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引导大学生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使学生利益诉求的表达得以充分保障。

其次,高校按照规定的网络法律条例,建立符合高校特征的

系统化管理机制,从而起到约束高校大学生网络言行的作用,

从而保证网络后台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再次,高校与

政府积极联合,合理运用网络运营系统,建立富有可行的安

全应急预案,对于出现的紧急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措施防

备。对于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的行为,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

严厉打击高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突出问题。最后,定期进

行专业的网络安全人员培训,提升网络维护人员的综合素养

和正确的价值观,守好网络思政教育的最重要关口。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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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中,积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推动新媒体话语权的传播,为网络思政

教育话语权的权重保驾护航。 

4.3优化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结构 

在新媒体场域下,我国各行各业正逐步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进程,强有力的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为我国改革方向

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一,高校要不断掌握新媒体应用技术和

终端操作方式,借助QQ、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根据大学

生心理状态和思想动态,结合学生实际生活的校园生活的

真实案例,举办新媒体网络思政教育专题的设计大赛,甄选

优秀作品,将特色化设计元素运用到网络新媒体平台中,提

高思政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思政工作者要积极探索如何将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网络新媒体平台中,同时对传统

思政和网络思政进行深入钻研,用崭新的话语风格演绎思

政教育的内在规律,建构起新媒体视阈下网络思政新媒体

的新话语。创新网络思政新媒体话语的表达方式,让大学生

产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高校应改变传统思政教育模式,

用双向互动的传播形式推动网络思政工作有序进行。第三,

高校应建设高质量、高素养的网络思政教育团队,提高思政

教师专业理论水平,保证网络技术熟练运用,积极培养具有

意见领袖引导作用的师资人,提高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情境

的认同感和认知水平,新媒体视阈下思政教育功能的升华,

可以强化思政教育在网络新媒体话语的时效性,为网络思

政新媒体话语权的地位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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