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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社会化媒体生态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策略。通过对微博、

微信、抖音等代表性社交平台的分析，系统梳理新媒体环境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现实困境：教育

者话语主导权在多元信息冲击下逐渐消解；大学生价值认知受碎片化信息影响呈现离散化特征；传统理

论体系与新媒体碎片化传播范式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四维度创新解决方案：

其一，构建兼具系统性与灵活性的内容生产机制，借助模块化设计与多媒体融合策略，确保理论阐释的

完整性与传播适配性；其二，搭建多主体协同育人平台，整合高校教师、学生群体及社会力量，形成立

体化教育协同网络；其三，开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精准传播系统，通过智能算法实现教育内容的靶向推

送；其四，创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模式，打造虚实互补的育人闭环。该研究成果不仅针对性地解决了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难题，更为提升教育时效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提供了实践路径。

研究结论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改革，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

考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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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social media ecology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strategy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Weibo, WeChat, and TikTok, the study sys-
tematically comprehends the realistic dilemm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dominant power of educator’s discourse 
gradually dissolves under the impact of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 cognition is 
affected by the influence of fragmented inform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ete; and there 
is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fragmented com-
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new media. To address the above problems, the study proposes a four-
dimensional innovative solution: first, to build a systematic and flexible content production mech-
anism to ensur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dis-
semination with the help of modularized design and multimedia fusion strategy; second, to set up a 
multiagency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integrating university teachers, students and so-
cial forces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network; third, to develop an accu-
rate dissemination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realize the targeted push of educa-
tional content through intelligent algorithms; fourth, create an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educa-
tion model, and build a closed loop of education that complements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 The re-
search results not only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provide a practical path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dissemin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
ernization and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comprehensively devel-
op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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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化媒体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在深刻改变社会成员的交往方式与信息获取模式，这

一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对社交平台表现出较高的使用黏性，他

们通过使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应用获取信息、交流观点、参与公共讨论等，这些应用已经深度融入

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传播生态日益多元化，媒介形态持续分化、传播主体日趋多样、信息总量呈

指数级增长、受众需求越发个性化，所以，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范式、创新

传播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加强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必须解决的核心问

题[1]。这一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与传播手段，同时也为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我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高校先后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建

立了专业化的数字教育平台，配备了专职的教学团队，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在线教学活动。这些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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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显著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范围，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高校培养德才兼备的

大学生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它

不仅显著提高了教育资源的传播广度和效率，还为师生搭建了实时互动的数字化桥梁。然而，我们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下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社交媒体的开放性特征

和碎片化传播模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难以保持其逻辑连贯性。其次，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增

加了各单位对不良信息管控的难度。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良莠不齐的观点和信息，其中一些错误思想

和不当言论可能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当代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

和独立性，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因此，如何在多元化的网络空间

中有效防范不良信息，以及如何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成为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目前，已经有较多学者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理

论层面的探讨，对于社会化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实证研究较少。同时，高校在

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仍存在对社会化媒体利用不充分、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传播方式单一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聚焦社会化媒体背景下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优化问题，通过深入分析社会化媒体对高校学生思想的影响机制，构建

出科学有效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体系。本研究有助于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果，引导

高校学生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2. 社会化媒体的内涵及特性 

2.1. 社会化媒体的内涵 

社会化媒体是依托于 Web 2.0 时代意识形态和技术基础，允许用户进行内容创造和信息交互的一组

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2]。Sharkov 和 Silkin [3]、Zhou [4]等从媒介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将社会化媒体定

义为建立在不同主体多重价值和社会意义之上的社会空间，认为其实质是社会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虚拟

空间化”。研究认为，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相较于传统媒介具有两处核心特征：第一，社

会化媒体是内容生产与社交的结合，信息传播由单一的社会功能转化为构成新型社会公共空间的基本要

素，并成为建立和联结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第二，社会化媒体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模式。用

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同时也参与到内容创造和信息搜寻、获取、存储和共享等信息交互的

各个环节中，并逐渐取代网站经营者在社会化媒体中占据主体地位[5] [6]。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发展可以进一步追溯到 21 世纪初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

及，以微博、微信、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快速兴起，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彻底革新了传统的

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这些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内容创作与分享渠道[2]。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用户

原创内容功能显著提升了知识传播效率。AI-Rahmi 等学者发现，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能够拓展学生的学习方

式，增强协作交流效果[7]。Tajudeen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社交媒体有助于企业整合新旧知识资源，推动

创新发展[8]。Cao 等学者的研究则显示，职场中适当运用社交媒体工具可以优化团队的交互记忆机制[9]。 

2.2 社会化媒体的特性 

2.2.1. 人员参与的广泛性 
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使信息传播从专业化、机构化转向全民化。任何拥有互联

网接入设备的用户都可以成为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使得参与主体从少数媒体机构扩展至普通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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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角色。例如，微博、抖音等平台的用户群体覆盖不同年龄、职业、地域和文

化背景的人群，形成海量用户共创内容的生态。这种广泛性既带来了信息的丰富性，也使得舆论场更加

复杂，如热点事件的全民讨论可能加速真相传播，但也可能引发谣言扩散或群体极化现象。 

2.2.2. 信息传播的社会性 
社会化媒体平台被追捧的核心功能之一，即是在关系维度上实现了连接的可能[10]，使信息传播依托

于社交网络进行。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流动依赖于用户的互动交互行为

(转发、评论、点赞等)，促使内容能够通过强社交纽带(如亲友)和弱社交纽带(陌生人)实现多层扩散。以

微信朋友圈为例，其信息传播主要依托熟人之间的信任链，而微博的热搜机制则是依靠大规模的公众参

与推动话题出圈。这种依托社交网络的传播机制在提升信息覆盖广度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特定圈层内

的观点同质化现象，即相似立场在群体互动中不断得到强化。 

2.2.3. 内容生产的自主性 
社会化媒体显著提升了用户的自主创作空间，使个体能够突破传统媒体审核机制的限制，自主发布

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这一特性直接推动了用户原创内容(UGC)的蓬勃发展，典型代表包括 B 站用

户自制视频、小红书普通用户的种草笔记等。然而，这种高度自由的创作环境也带来了信息质量参差不

齐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虚假信息传播、低质内容泛滥等问题。此外，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可能加

剧某些极端或情绪化内容的传播，如 YouTub 平台存在的“内容极化”现象——系统会根据用户的浏览

偏好持续推荐同质化内容，从而强化使用者的固有认知倾向，导致认知偏差。 

2.2.4. 以人为中心的信息聚合性 
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突破了传统媒体按主题分类的固有模式，而是围绕用户的偏好图谱、人

际关系和操作轨迹进行个性化聚合。以今日头条为例，其内容分发系统通过分析用户历史行为实现精准

推送；Facebook 则依据社交互动频率调整“动态消息”的排序权重。这种人本导向的智能聚合虽然优化

了使用者的使用体验，但可能引发“认知壁垒”现象，即用户因持续接收同质化信息而导致思维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平台的订阅功能让用户能够自主筛选信息渠道，典型如 Twitter 使用者通过关注特定

博主来打造专属的信息生态圈。 

3.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困境 

3.1. 高校教师面临的挑战 

3.1.1. 传统话语权威遭遇解构危机 
在社会化媒体深刻重塑传播生态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话语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转型与挑战。这种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形态不仅孕育出“内卷”、“躺平”等反映时代特征的新话

语，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和方式，使得传统思政教师的理论权威遭遇显著解构。当前，学

生通过知乎、B 站等平台获取多元化理论解读已成为常态，这种知识获取方式的变革导致教师在讲授“共

同富裕”等理论时，常常需要应对学生基于网络流行观点提出的质疑。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化媒体特

有的娱乐化表达方式使严肃的思政内容在传播效果上处于明显劣势，相关调研显示，教师精心制作的思

政微课视频平均完播率仅为娱乐类内容的五分之一。这种话语权转移现象不仅增加了课堂教学的难度，

更对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者必须在保持理论严谨性的前提下，主动适应社会化媒

体的话语特点，通过创新表达方式和优化传播策略来重建教育权威，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

有效传播和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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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心地位逐渐被弱化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教育者的中心地位呈现出明显的弱

化态势。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占据信息和话语权中心的线性传播模式，社会化媒体的扁平

化、网状化传播结构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特性使得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效果大打折

扣，教育者的权威性遭遇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往往比传统教育者具有更

广泛的影响力，导致部分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逐渐陷入“失语”状态，对教育过程的把控能力不断减弱。

与此同时，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社交媒体的信息平等获取机制和自由选择特性，使教育者难以

实现对信息的完全管控，这为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以用户兴趣为导向的信息分发机制赋予了受教育

者更大的选择自主权，使价值认同过程呈现更强的自发性。这种转变正在重构教育主客体关系——传统

教育中泾渭分明的主从界限逐渐模糊。当受教育者能够自主筛选和构建信息源时，单向传授的教育模式

就显得格格不入。若教育者不能及时转变以适配这种新型传播逻辑，其教学内容就难以引发受众共鸣，

最终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3.1.3. 技术代际的适应性困境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在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教学工作时，普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代际

差异问题。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在数字化教学能力方面，受传统教育模式培养的中老

年教师群体，其新媒体技术应用水平与当代“数字原住民”的媒介使用习惯和接受特点形成了显著落差。

具体而言，许多资深教师在将抽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转化为适合微信、短视频等社交媒体传播的表

达形式时，面临着内容转化能力不足的困境，难以运用图文、视频、直播等多样化形式来增强理论教学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在新媒体平台运营理念上，多数高校的官方新媒体账号仍沿袭传统的单向宣

传思维，未能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体时代去中心化、互动化、个性化的传播规律，导致发布的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呈现方式单一、语言风格刻板、互动交流匮乏，难以引发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

再者，在教学评估与优化方面，相当比例的教师没有建立数据驱动的教学改进意识，仍依赖个人经验和

主观判断来评估教学效果，缺乏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精准把握学生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的能力。这种

日益扩大的数字技术代际鸿沟，不仅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互联网空间的传播广度和深度，降

低了理论教育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思政课教师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话语权和公信

力，进而影响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贯彻落实。 

3.2. 大学生面临的挑战 

3.2.1. 价值认知的碎片化与多元化冲击 
在社会化媒体构建的传播生态中，大学生正面临着主流价值体系被解构的风险。社交平台的算法推

送机制持续强化使用者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呈现碎片化特征。值得注

意的是，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新媒体的传播特性，通过轻松诙谐的表现形式弱化了政治话语的严肃

性。以短视频为例，其惯用的戏谑表达方式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导致部分学生对正统历史叙

述产生理解偏差。此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现象使得价值认同体系更趋复杂，使得当代大学生在传

统价值与现代观念、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碰撞中陷入艰难抉择的境地。 

3.2.2. 信息甄别能力的结构性缺失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媒介素养与现实需求之间不匹配的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当代大学

生在面对海量网络信息时普遍存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结构性缺失。这种能力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首

先，在信息甄别方面，部分学生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训练，难以有效地识别混杂在信息流中的虚假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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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偏见；其次，在观点分析层面，当大学生遭遇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社会议题时，情绪化的网络表达

往往导致青年学生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最后，在认知模式上，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特性导致学生

浅层阅读习惯的形成，这与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系统性理论思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认知方式的异质性

不仅削弱了大学生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深度，更在根本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 

3.2.3. 深度思考能力的持续弱化 
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模式正在重塑大学生的认知结构和思维习惯。短视频平台等新型传播媒介通

过其即时反馈机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青年群体的信息处理方式。这种转变与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理

论内化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强调即时性、片段化的信息获取，后者则需要持续性的专注思考和系

统化的知识建构。具体而言，这种认知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碎片化的信息接触方式导

致大学生在传统课堂环境中对需要逻辑推理的政治理论产生理解障碍；另一方面，持续的多任务处理状

态削弱了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往往止步于表面认知，难以形成整体性

的分析框架。这种认知能力的结构性变化不仅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能

对青年一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深度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3.3.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与传播面临的挑战 

3.3.1. 系统性理论体系与碎片化传播模式的根本矛盾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严谨的理论架构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强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然而，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特性与这种系统性要求形成了本质性冲突。以微博、抖音为代表

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内容呈现方式具有显著的碎片化、瞬时性和离散性特征，这种传播模式要求将完整

的理论体系解构为独立的知识单元。在解构过程中，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概念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方法

论层面的深层思考往往被剥离，导致受教育者难以把握理论的整体性和深刻性。更为复杂的是，社交媒

体中的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推送具有情绪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内容，这使得深度的理论思考往往让位

于感性的情感共鸣。如何在保持理论体系完整性的同时，适应碎片化传播的媒介环境，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重构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3.3.2. 权威性话语与多元化表达的价值张力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历来依托体制性权威建立其话语体系，这种权威性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解构风险。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垄断，使普通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容生产

与传播能力，形成了官方话语、专家解读与大众创作并存的传播格局。在这种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

权威表述需要与各种非专业阐释、娱乐化解构甚至对立观点进行话语权竞争。特别是当严肃的政治理论

被转化为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亚文化形式时，其原有的规范性和说服力往往被削弱。同时，社交媒体

的圈层化传播特性，使得不同价值立场的内容各自形成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共识达

成的难度。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承认话语多元化的前提下，保持其在意义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是内容传

播策略必须解决的深层矛盾。 

3.3.3. 结构化教学与泛在化传播的边界重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结构化特征，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阶段性的教学安排和可控的教育

环境来保证教育效果。然而，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使教育过程从有限的课堂时空向

全天候、全域化的网络空间延伸。这种泛在化传播虽然拓展了教育的可能性，但也带来了教育边界的模

糊和结构的消解。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教育内容可能在任何时间、通过任何渠道传达给受教育者，教育

者既难以掌控内容传播的具体情境，也无法预知受教育者的接收状态和解读方式。更为复杂的是，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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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往往与其他类型的信息(如娱乐资讯、商业广告、个人社交等)混杂呈现，这种

语境上的混杂性可能弱化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严肃性。教育者如何在这种无边界的传播环境中重建教育

活动的结构性特征，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成为方法论层面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4. 理论融合视角下的深度剖析与框架构建 

在社会化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更好地应

对这些变化，本文深入探究“5W”经典传播理论并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紧密结合，构建了更为扎实

的理论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还能为后续创新路径的探索提供坚实

的理论支撑。 

4.1. “5W”经典传播理论 

“5W”经典传播理论由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它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

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剖析传播过程。传播主体即发起者，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呈多元化，如高校思政教育

中的教育者与学生。传播内容是传递的信息，高校思政教育内容在新媒体传播时需优化形式。传播渠道

是信息载体，新媒体时代渠道多样，高校思政教育应合理选择。传播对象是受众，像高校思政教育主要

面向大学生，其特性影响信息接受。传播效果指传播活动的影响，评估高校思政教育效果可看学生的知

识掌握、价值观及行为变化，进而调整策略，提升教育成效。 

4.2. “5W”经典传播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从传播过程的不同环节入手，将两者融合构建理论框架。在传播主体方面，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和

互动性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界限逐渐模糊。教育者不再是单一的信息输出者，受教育者也能积

极参与内容创作和传播。基于此，在传播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互

动交流，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主体关系。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教育者可以与学生共同参与话题讨论，

倾听学生的想法和观点，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传播内容层面，社会化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存在矛盾。为解决这一

问题，可运用信息整合理论，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内容进行合理拆分，制作成适合社会化媒体传播的

碎片化内容，将碎片化信息串联起来，保持内容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例如，在抖音平台上制作关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短视频，每个视频聚焦一个主题，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和形式进行讲解，同时在

视频标题和描述中设置统一的主题标签，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碎片化传播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的系统性传递。 
传播渠道方面，社会化媒体拥有多种平台。根据媒介丰富性理论，不同的受众会根据自身需求和偏

好选择不同的媒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整合这些平台资源，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矩阵。例如，

微信公众号适合发布深度长文，进行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微博则可以利用其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

特点，及时发布热点话题和教育资讯，引发学生讨论；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则以生动直观的视频内

容吸引用户。通过合理运用这些平台，针对不同的教育内容和受众需求，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传播效果评估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可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思想

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了传统的知识掌握、行为表现等指标外，还

应关注学生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参与度、互动性、情感态度等指标。例如，通过分析学生在微博话题下的

评论内容、点赞数量、转发次数等数据，了解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程度和情感倾向；通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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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学生在微信公众号文章后的留言和讨论，评估他们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利用这些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效果，为后续的教育策略调整提

供依据。 

5. 社会化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5.1. 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系统化与碎片化相统一的内容生产体系 

在社会化媒体深刻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生产体系亟需进行结构性

创新，以解决传统理论传播与新媒体环境之间的适配性问题。这一创新应当建立在系统解构与整体重构

的方法论基础上，通过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分解为适合移动终端传播的知识单元，同时运用超文本链

接和主题标签等技术手段维系内容间的逻辑关联性，从而保持理论在碎片化传播中的系统性。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为例，可将 12 个价值理念转化为系列微视频等模块化内容，配合统一的视觉标识和连

续性话题设计，实现碎片化接收中的系统性认知建构。在表现形式上，我们需要在坚守内容政治性和科

学性的前提下，充分考量青年受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创新运用情景再现、动态图解、互动体验等

多元化的呈现方式，通过真实案例和具象化叙事使抽象理论被学生群体可知可感。同时，为确保内容质

量，应当建立由思想政治教育专家、传播学者和技术研发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协作机制，构建包含政治性

审核、传播效果评估和内容迭代更新的全流程质量监控体系。这种系统化、规范化的内容生产模式，能

够有效弥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传播环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提升理论传播的实效性。 

5.2. 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 

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的局限，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网络育人新

机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一创新实践需从三个维度系统推进：首先，应当着力提升思政教师的新

媒体应用能力，通过组织专题研修、技能实训、案例研讨等专业化培养方式，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网络

内容创作能力与传播技巧，尤其需要强化教师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情的能力，使其能够精准把握学生

的思想状况与认知特点。其次，需要创新学生参与机制，通过组建大学生理论宣讲团队等方式，培养具

有网络影响力的学生骨干力量。同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广泛动员学生群体参与正能量内容的生产与

传播，形成师生良性互动、朋辈相互促进的教育生态。最后，应当建立社会资源整合机制，邀请党政领

导、先进典型、学科专家等权威人士参与网络思政教育，通过云端讲座、在线对话等形式提升教育内容

的公信力，与主流新闻媒体和知名网络平台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策划高质量的网络文化产品，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这种多方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单一、力量

分散的现实困境。 

5.3. 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化教育传播体系 

在“数字化 + 教育”的背景下，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准传播机制对高校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该机制的实现需要重点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在数据采集层面，

高校需要建立多平台联动的监测体系，整合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主流社交媒体的传播数据。通过应用网

络爬虫、情感计算等智能分析技术，全面把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关注焦点和情感态度。其次，在数

据分析层面，高校应当运用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等研究方法，建立多维度的学生认知特征模型。基于

对不同群体在理论认知水平、信息接收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实施差异化的内容推送策略。例如，对理

论素养较高的学生群体提供深度阐释性内容，而对视觉型学习者则侧重开发信息图表等可视化教学资源。

最后，在优化改进层面，高校需要通过对照实验等方法持续优化传播策略，将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反馈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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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中，形成“数据采集–分析应用–教学改进”的闭环优化系统。这种精准化传播模式的建立，有助

于解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针对性不足、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而显著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5.4. 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 

高校要系统推进教育空间的结构性整合，构建虚实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这一整合过程应当

着重实现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首先，在教学实施维度，要建立双向互嵌的教学模式。高校在线上教育

环节要重点发挥其时空延展性和互动性优势，构建包含“课前微课导学–课中直播研讨–课后社群反思”

的完整教学闭环。线下教学高校则应聚焦理论深度阐释和价值引导，针对网络讨论中呈现的认识误区和

思想困惑进行系统性解析。通过这种虚实交替的教学设计，实现大学生认知过程的螺旋式上升。其次，

在评价机制维度，高校需要建立多维立体的评估体系。将学生在社交媒体中的价值表达、网络素养表现

等纳入考核指标，设计包含“网络行为规范度”、“理论传播参与度”等维度的综合评价模型。并进一步

运用学习分析技术构建学生数字画像，实现对其线上线下学习行为的全过程追踪和精准评估。最后，在

实践育人维度，高校要打造协同联动的实践平台。开发“网络文明守护计划”、“数字红色文化传播工

程”等虚实结合实践项目，促进学生在真实网络环境中践行理论认知。同时高校要建设虚实融合的实践

教学基地，通过实体场馆与虚拟仿真技术的有机结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感和感染力。这种教育

新范式的构建，能够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形成线上线下协同育人的良性生态，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6. 结语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重大发展契机，也遭遇诸多现实挑战。本研

究通过深入剖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发展现状与突出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

包括内容生产机制革新、育人主体协同联动、精准化传播体系构建以及教育空间虚实融合等系统性解决

方案。这些创新举措有效解决了传统教育模式与新媒体传播特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时代适应性和育人实效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展望未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社交媒

体传播机理的研究，在确保政治立场坚定和理论科学严谨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发

展。教育者应当秉持与时俱进的态度积极应对技术变革，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探索教育转型路径，

通过建设更具适应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的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只有通

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在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有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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