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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主旋律短视频以其

生动直观、传播高效的特点，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路径。主旋律短视频通过丰富内容形式、

优化育人环境、推动教育创新，为思政教育注入活力，但其应用仍面临学生参与不足、教师重视度低、

内容质量不均等挑战。为此，需聚焦内容质量提升、构建互动模式、拓展多元传播平台，强化短视频的

教育效能，提高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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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short video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its vivid and intu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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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theme short video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net-
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enriching the form of con-
tent, optimizing the nurtur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melodramatic 
short videos have injected vitalit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their application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by students, low importance attached by 
teachers, and uneven quality of content.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tent, constructing interactive modes, and expanding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plat-
form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efficacy of short video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educat-
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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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重构社会认知的今天，短视频以裂变式传播深度介入青年生活，成为塑造大学生

价值观的重要场域。作为数字时代的文化载体，短视频既为青年提供知识获取与社交新途径，也通过沉

浸式体验重构其精神世界。然而，其“双刃剑”效应显著：泛娱乐化、碎片化内容可能弱化主流价值传

播，部分模糊的价值导向更对大学生的“三观”形成构成风险。在此背景下，主旋律短视频与高校思政

教育的深度融合，既是应对技术冲击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思政教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引领”的

战略路径。这种融合不仅关乎主流话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构建效能，更决定了思政教育在青年中的生命

力与实践价值，为落实立德树人使命注入创新动能。 

2. 主旋律短视频的内涵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普及与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张，主旋律短视频逐渐突破传统传播边界，成为主

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并在青年群体中形成广泛影响力。主旋律短视频是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依托新媒体技术手段，通过短小精悍、生动直观的视听形式传播主流

意识形态的创新型文化载体。其充分反映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现了

历史和现实积极健康的一面[1]。 
主旋律短视频的本质是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创造性转化，既继承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

政治性与思想性，又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浸润实现了对青年群体的精准触达与情感共鸣。在内涵层面，

主旋律短视频强调政治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通过具象化、场景化的表达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

贴近生活的微观叙事。在生活中，以脱贫攻坚的基层故事、科技创新的时代成就等作为切入点，将宏大

政治话语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情感符号，既保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又赋予其时代精神的鲜活性。 

3. 主旋律短视频赋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主旋律短视频发展迅速，深受当代大学生的青睐。这类短视频通常特点鲜明，能够有效吸引年轻受

众的关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将主旋律短视频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创新教育形式，满足学

生需求，提升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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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丰富高校教育内容和形式，增强吸引力 

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有所区别，主旋律短视频突破了内容单调与形式简陋的限制，将大学生容

易反感的问题悄然消解。通过多样化的内容展示手法以及艺术性的表述方式，从多个层面与不同视角传

达核心理念。这样一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能触及的范围得到显著扩展，思想探讨的空间也更具

层次感，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开辟出新的通道。主旋律短视频内容丰富、形式多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开创出崭新局面。它不仅让教育资源的范畴得到了延伸，还重建了表达形态，符合学生的现实需求，

并展现出更鲜明的时代张力与吸引效果。 
主旋律短视频将抽象理论与鲜活的视听语言相融合，让思政教育更贴近日常生活，如改革开放的丰

硕成果、优秀代表的动人故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等这些内容，都能够通过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形式

阐释。这种方式显著提升了教学吸引力，部分缓解了传统思政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也扩充了学习

资源的选择范围。同时，主旋律短视频跳出了传统课堂教育的固有局限，巧妙糅合了多样艺术表达手法，

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生机与趣味。这类视频短小精悍、节奏明快，正好契合当代大学生钟爱的信息接

收习惯，轻松攫取他们的注意力。同时，这些视频自带互动属性，借助评论区留言、点赞或转发等操作，

学生便能沉浸在开放性学习情境中，体验交互的愉悦感，教育内容与受众间的距离被悄然拉近，思想政

治教育领域也因此顺势延展出更为广阔的发展方向。 

3.2. 优化高校教育环境，营造积极氛围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走高，到 2023 年 12 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量突破 15.5 亿。单从这一

数字来看，既可以看出短视频在我国互联网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也能观察其对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辐

射效应。去中心化的传播特性使得网络空间充斥着良莠不齐的短视频内容，大学生面临多元价值观冲击

的频次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价值判断甄别力提升以及文化自信培养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

课题，传统的灌输式疏导方式显然难以适配当前信息生态的复杂多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主旋律短视频的兴起为高校教育环境优化提供了新的契

机，这类视频以正能量内容为核心，在网络空间起到了净化效果。同时，也为校园文化注入一股昂扬力

量，使学生在课堂内外能获得文化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随之加深。通

过其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塑造作用，这种正向的引导既能有效抵御不良思潮的侵袭，又能

够帮助学生逐步树立清晰且积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多元化的信息传播中显得尤为必要。 

3.3. 推动高校教育创新，适应时代需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就高校而言，思政教师不仅承担课程实施与

深度开发的任务，还成为教学质量的重要把关者。课程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理解与转化。近年

来尽管高校思政教师队伍逐步扩充，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进一步

提升教学质量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主旋律短视频进入思政课堂为传统教学方式提供了新可能，其

鲜活易传播的特点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同时，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必须结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行为模式，对教学内容及形式

实施适应性改造和系统化创新。当前高校学生以“00 后”为主体，这类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浪潮之中，受

数字生态熏陶显著。其在思维方式和日常习惯上体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烙印，并对短视频等新媒体展现出

强烈的亲切感与较高的接纳意愿。在课程中运用短视频不仅能够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缩短师

生心理距离。将短视频引入思政课堂，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使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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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贴近学生需求，更具吸引力和实效性。 

4. 主旋律短视频赋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如何将主旋律短视频高效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主旋律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载体，具有形式生动、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等特点，能够

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然而，其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需要学

生、教师、社会三方共同努力。 

4.1. 大学生接受兴趣与参与主动性不高 

在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大部分学生在看到主旋律短视频时会直接跳过或者简单地观看 3~4
秒，只有少部分学生会认真观看主旋律短视频，这为主旋律短视频有效地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一定的阻力。尽管主旋律短视频形式新颖，但仍有 25%学生对其了解较少，认为内容过于说教或与自

身生活关联度不高。许多学生习惯于短视频平台的娱乐化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类短视频的接受度较低，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此外，65%的学生在刷到主旋律短视频时会快速划走，仅 15%的学生愿意完整观看

并参与互动。由此可以发现，学生对短视频的兴趣度不高，大多是被动观看而非主动参与创作或讨论，

导致教育效果未能深入内化。虽然短视频平台提供了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功能，但学生在主旋律短

视频传播中的参与度仍然较低。学生更倾向于观看娱乐性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类短视频的关注度有限

[3]。 

4.2. 高校教师重视度和运用程度不足 

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高校官方账号发布的思政类短视频平均完播率仅为 21%，显著低于娱乐类内

容的 58%，且评论区互动中仅有 12%的发言涉及理论探讨，多数停留于“已学习”“点赞”等浅层反馈

[4]。这种重发布轻运营的现象，使得主旋律短视频难以突破信息茧房，实现教育价值的深度渗透。在传

播策略层面，教师对短视频运用的局限与学生偏好缺乏深入研究，致使优质内容触达率低下。然而，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旋律短视频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对其重视程度和运用

程度不足。许多思政教师对主旋律短视频的认知仍停留在表面，认为其只是辅助教学的工具，而非核心

教育手段。这种观念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对短视频的运用频率较低，甚至有些教师完全忽视了这一新兴载

体。教师对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技术不熟悉，缺乏相关技能和经验，难以创作出高质量的内容，教学效

果收效甚微。 

4.3.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影响教育效果 

主旋律短视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虽为教育形式注入了创新活力，但其内容质量的参差不

齐已成为制约教育效果的核心问题。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以娱乐为主，难以深入传达复杂的思政教育内

容，这些短视频往往只关注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其应有的育人功能。如果高校学生长期接触

这类短视频，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成长，难以形成正确三观。此外，有一些视频为了吸引流量或迎合

部分受众的偏好，刻意淡化或模糊了主旋律内容的思想性和严肃性，甚至出现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

例如，部分短视频通过戏剧化改编历史事件或采用“标题党”手法吸引点击量，虽短期内获得高曝光率，

却导致历史真实性与精神内涵的消解。这种内容的偏差不仅影响了教育效果，还可能对学生的价值观形

成产生误导。只有通过提升内容创作的深度和针对性，优化内容设计的逻辑性和思想性，确保价值观传

播的准确性和清晰性，才能充分发挥主旋律短视频的教育价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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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旋律短视频赋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与新媒体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主旋律短视频已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载体。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的传播潜力与教育功能亟待进一步挖掘。如何通过

系统性优化路径，将主旋律短视频的“短、平、快”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广、实”需求相结合，

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关键命题。 

5.1. 提升内容质量，增强教育吸引力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承担着立德树人、筑魂育人的重要任务，必须打牢学生成长成才的科学思想基

础[5]。主旋律短视频的内容品质直接关系到教育效果的实现，高校可以集师生合力打造精品内容。在关

注内容深度的同时，还需融入创新元素。在视频内容表达浅显的情况，创作过程中可加入热点话题、校

园日常以及学生的兴趣点等内容，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生活化的故事与案例。同时高校亟需构建内容审核

体系，确保视频传递的核心价值清晰准确，避免因过度娱乐化或低俗化导致跑偏。通过扎实内容增强吸

引力和感染力，才能使学生更愿意接纳这种形式。这一审核机制需要整合专家评议、学生体验以及数据

支持等多重要素，既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也要贴合学生注意力规律。 
在内容创作中，主旋律短视频应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以促进大学生对内容的认知共享。大学生往往

对严肃、刻板的短视频内容缺乏兴趣，而对贴近现实生活、富有趣味性和幽默感、能够引发共鸣的内容

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因此，在主旋律短视频的创作与传播中，应巧妙运用通俗易懂的俗语警句、生动

活泼的网络流行语等语言形式，并结合宿舍、教室、操场、街头等日常生活场景，将原本严肃、抽象的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以生活化、轻松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接受度和参与感。同时，主旋律

短视频应注重内容的层次性和针对性。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差异化的内容表达方式。

对于低年级学生，可以采用更加直观、易懂的表达方式，帮助他们初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

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可以引入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案例，引导他们进行深入思考和价值内化。通

过精准化的内容设计，主旋律短视频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提升教育效果。 

5.2. 发挥短视频特色，构建思政课互动新模式 

主旋律短视频凭借“短、美、红、专、潮”等鲜明特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互动模式创新提供

了全新思路[6]。其“短”体现在内容精炼、传播高效，契合当代大学生碎片化学习习惯；“美”在于视

听语言的艺术化呈现，通过画面、音乐、剪辑等元素增强感染力；“红”强调政治属性，传递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专”指内容的思想深度和专业性；“潮”则表现为对年轻化表达方式的灵活运用。这些特色

为构建思政课互动新模式奠定了基础。 
高校互动设计可依托短视频的“短”与“美”，构建沉浸式学习场域。将思政课知识点拆解为 3~5 分

钟的短视频模块，运用动画或微电影等形式呈现。学生可通过弹幕评论进行实时互动，同时借助短视频

平台的挑战赛与话题标签功能开展红色经典诵读、青春誓言接力等活动来激发参与热情。同时，要融合

“红”与“专”的特性，在互动中嵌入理论思辨内容。如在主旋律短视频播放后，运用线上投票或即时问

答等方式，引导学生剖析视频背后的理论逻辑，推动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的转变。 
短视频裹挟着潮流劲风为思政课注入青春动能。高校可鼓励学生化身“UP 主”参与创作，运用网络

热词、二次元要素等新潮表达手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平易近人的短视频。通过“校园 Vlog + 
红色文化”的形式，记录学生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的过程这种“学生创作–师生共评–社群传播”的闭环

模式，既强化了学生的参与感，又实现了价值观的隐性传递。最终，通过整合短视频的多元特色，高校

可构建“内容精准触达–场景多维互动–价值深度内化”的思政课互动新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突破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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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更通过技术赋能和情感共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对话”转

型，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实践路径。 

5.3. 构建多元传播平台，扩大教育覆盖面 

牢牢把握主旋律短视频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面对重大是非问题与政治原则时，

必须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坚定不移地维护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是确保主旋律短视频正确方向的核心保障。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应通过主旋律短视频传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富内涵，将其融入短视频创作中，增强文化自信，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二者

为基础，整合资源，强化育人导向，构建多元化的传播平台，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 
主旋律短视频话语体系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变化，不断加强大学生对主旋律短视频的关注，

从而充分发挥主旋律短视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作用和价值。针对高校在主流短视频平台育人

阵地话语权不足的现状，高校应主动布局，积极开通官方短视频账号，打造主旋律短视频传播的主阵地。

通过抖音、快手、B 站等主流短视频平台，定期发布优质内容，形成稳定的传播渠道。并持续发布高质量

主旋律短视频，强化账号运营，提升影响力，从而在短视频领域确立高校育人的主导地位。 

6. 结论 

主旋律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载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内容创作

与优化、课程创新与互动、平台传播与覆盖等方面的探索，可以有效提升主旋律短视频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未来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短视频与思政教育的交织嵌入，并且在教育方式上实现更

多的突破尝试，赋予思政课堂更强的吸引力，增强实践效果，以此契合全面型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培养目标，为主流价值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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