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798-80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77  

文章引用: 张盈盈.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破局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798-803.  
DOI: 10.12677/ass.2025.147677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及破局路径 

张盈盈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5年6月11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30日 

 
 

 
摘  要 

新媒体是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

达的今天，新媒体得到了广泛运用，其既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

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开展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课

题。文章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分析新媒体的传播特征，深入探究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的挑战及破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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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is a new form of media that has developed after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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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oday’s highly developed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media 
has been widely used,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
tie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combines relevan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analyze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chal-
lenge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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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

的重大战略问题。”[1]“要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

文化。”([2], pp. 204-205)在此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高要求，任务目标也更为清晰

和紧迫。新媒体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适应性不足日益凸显。高校亟须更新教育理念，充分整

合新媒体新技术资源，以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 新媒体时代优化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传播学相关理论 

2.1. “议程设置”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 ME)和唐纳德肖(Shaw D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

众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认知与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行为有较高的一致性，传播媒介所报道的“大事”，

也会成为大众意识中的“大事”。传播媒介给予的关注愈多，民众也会愈多地关注这个问题。麦库姆斯

和唐纳德肖认为，在这一高度一致的关联性下，大众传媒起到了一种社会“议事日程”的作用，传媒通

过使不同的话题具有不同的显著性，来影响公众注意的重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受众会受到各种不同传播主体的影响，因此高校

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有充分的认识，改变传统的思维

和做法，以更为开放、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网络议程的设置中来，强化正确的议题导向，确保主流媒体、

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在大学生思想引导中占据着权威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但需注意的是，议程设置

不能采用强行灌输式的传播方式，这样反而会引起大学生的逆反心理，必须找到大学生群体的兴趣点，

并加强互动，使他们乐于并习惯于接受正确议程导向。 

2.2. “意见领袖”理论 

1944 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PF)在他的传播学著

作《人民的选择》中首次提出“意见领袖”一词，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

或建议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人物([3], p. 196)。“意见领袖”是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间、过滤环节，它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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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扩大了传播信息的影响范围，对大众传播效果有很大影响。 
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的活跃者，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到网络

舆论及“意见领袖”的影响。新媒体时代，成为“意见领袖”的难度降低，导致“意见领袖”的素养水

平参差不齐。高校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注意选择一些发表正

确意见的“意见领袖”参与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中，抵制那些发表错误意见的“意见领袖”，并针

对其错误观点进行纠正。比如，某一期青年大学习中，邀请了 B 站有名的 up 主“老番茄”来讲解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历史，当期的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学习率极高。1“老番茄”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自主创

业做视频博主，他的视频不仅十分有趣，而且积极宣传正能量思想，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这一期青年

大学习的成功就是因为正确发挥了“意见领袖”的作用，这也为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

宝贵经验。 

2.3. “把关人”理论 

“把关人”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Lewin K)在其著作《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

库尔特卢因在对群体性传播进行研究时发现，信息的流动需要通过某些包含“门区”的渠道，在渠道中

有一些“把关人”，只有那些满足群体性准则或“把关人”的价值准则的信息才会进入传播渠道([3], p. 
132)。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发布往往要经过记者、编辑大量的劳动之后，通过校对、编辑、责编、总编等

层层把关，把关人员、程序较多，信息的筛选较为严格。而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任何人都

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或传播信息，把关程序也大幅缩减，为各种不良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温床。高校要想推

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抵制不良思想，必须注意发挥“把关人”的作用，设置合理的信息审核规范，

尤其是要规范好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传播主体，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3.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受众接受度有待提升 

相较于传统课堂的封闭性教育空间，网络场域呈现出显著的信息生态差异。在当代信息过载的传播

环境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面临着与其他海量信息对受众认知资源的激烈争夺。若缺乏足够的内容

吸引力和认同度，极易在信息洪流中被边缘化。目前，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在用户接受度方面存在明显短

板，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导致其在信息生态中处于相对弱势。 
在内容选择维度上，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与学生实际需求结构性脱节的困境。作为数字原

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其新媒体使用呈现出高频次、长时段、强依赖的特征，他们在网上所花的时间远超

思政教育工作者[4]。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审视，网络思政教育的内容吸引力本质上取决于其

满足用户认知需求和情感期待的程度。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量思政内容仍停留在政策宣导的浅表层，既

未能深入解答青年群体的现实困惑，也缺乏对亚文化心理诉求的积极回应。这种供需错位直接导致两个

负面效应：其一，内容传播陷入低打开率、低完播率、低互动率的“三低”困境；其二，学生在信息过载

环境中本能地选择更具亲和力的替代性内容，致使思政教育在网络注意力争夺战中逐渐丧失话语权优势。

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需求洞察机制，实现从“供给主导”向“需求牵引”的内容生产

范式转型。 
从内容呈现形态分析，网络思政教育存在显著的表达方式单一化问题。当前的教育实践仍受制于单

 
1杜沂蒙. “青年大学习”: 一起学党史[EB/OL] (2021-03-15) [2025-06-12]. https://t.m.youth.cn/transfer/in-
dex/url/news.youth.cn/gn/202103/t20210315_12772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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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灌输的传播范式，在情感共鸣和主体性关照方面存在明显缺失。这种沿袭传统课堂说教模式的内容

生产机制，既未能把握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也未能有效构建教育内容与学习者生活世界的意义联

结。固化的传受关系导致教育过程中受众话语权缺失，学生群体的主体表达被排除在主流教育话语体

系之外[5]。 

3.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载体的传播效能有待加强 

信息传播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系统，承担着连接传播过程各要素的桥梁功能，其传播效能对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现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载体在管理机制和实践应用层面仍存

在若干不足，这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实践的有效性。 
在传播媒介管理层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尚未实现有效整合。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各类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多样化的媒体产品。这些产品形态各异，并逐步渗透至高校领域，占据校园

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从媒介类型分析，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与报纸、刊物、广

播等传统媒体各自独立运营，在内容传播过程中易产生重复或矛盾。就信息处理机制而言，思想政治教

育信息的传播平台、教育实施平台以及学生日常学习平台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受教育者难以及时获

取网络思政的动态信息，信息传播效率较低。此外，各媒介间横向协同不足，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制约

了整体教育效果的提升。 
在传播技术应用层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新技术应用率不高。在平台功能开发过程中，技术团队

与一线思政教育工作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需求对接，致使技术供给与实际教育需求存在偏差，造成有

限技术资源的低效配置。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教学时存在明显

的应用效能不足现象。具体表现为：教学技术应用呈现单一化特征，未能有效整合融媒体平台的协同传

播效应；存在显著的技术认知滞后，对新兴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掌握程度不足，其技术应用水平与作为数

字原住民的学生群体形成明显的代际落差。 

3.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引领作用有待强化 

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主体，专业化的工作队伍承担着教育活动的组织策划、价值引领和持

续推动等核心职能。队伍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其专业化程度与工作效率

是影响教育实效的关键。 
从队伍结构纬度分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政队伍的结构配置有待优化。具体而言，多数高校尚未建立

专职化的网络思政管理机构，相关工作主要依托跨部门的兼职人员协同开展。这些兼职人员主要分为

三类：其一，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其优势在于信息处理与舆情管控能力，但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

的相对欠缺；其二，团委与学工部门人员，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却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显现

能力短板；其三，院系专职辅导员，虽能精准把握特定学生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但受限于院系壁垒，

难以实现全校范围内的思政资源整合与协同育人。这种专业化分工与复合型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使得建设一支兼具理论素养、技术能力和实践智慧的专业化队伍成为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关

键瓶颈。 
从管理机制纬度分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面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作为一

项具有多维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其制度建构需要贯穿人才管理的全流程：在入口环节需完善人才遴选机

制，在任用环节应健全岗位管理制度，在发展环节要构建专业化培训体系，在激励环节需优化绩效评估

与薪酬分配制度。这种涵盖引进、培养、考核、激励等关键节点的制度性安排，是确保队伍建设可持续

性的重要保障[6]。在人才选拔与培养维度，常见做法是采取跨部门人员调配的方式组建工作团队，这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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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凑式的人员构成难以满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在激励与评价机制方面，

既有的考核体系未能充分考虑网络教育场域的特殊性，导致传统评价标准与网络思政工作的创新要求的

不适配，难以有效激发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创新潜能和实践突破。 
从协同机制纬度分析，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明显的协作效能不足问题。校内协同层面，各教

育主体仍固守部门本位主义，合作模式局限于行政单元内部，未能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的条块分割格局；

校外联动层面，建设主体呈现单一化特征，学校作为主要推动者尚未有效整合家庭、社会组织等多元主

体的教育资源，“大思政”格局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这种主体单一性与需求多元性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既制约了网络思政教育体系的完善，也难以满足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实需求[7]。 

4.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局路径 

4.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优化网络思政内容 

首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新媒体平台作为多元思

想观念传播的重要场域，其舆论主体日趋多元化的特征，迫切要求高校强化主流价值引领，确保新媒体

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新媒体空间的主导地位，将新媒体平台打造成为传播

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平台；要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新媒体平台与高校课程体系，着力提升大学生

的媒介素养，使其能够自觉抵御西方错误思潮和不良价值观念的侵蚀。 
其次，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优化网络思政内容与形式。一方面，要培育关联思维，构建生活化的

话语转换机制，突破传统工具理性的表达局限，将教育内容植根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场域，通过增强生

活叙事能力提升话语亲和力。建立精准化的需求响应体系，把握学生群体的差异化认知需求，在内容选

题和表达方式上实现与目标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8]。另一方面，要建立精准化的内容投放机制，

基于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特征和内容偏好的大数据分析，实现教育信息的智能推送和精准触达。具体而

言，应创新性地运用二次元文化符号、短视频传播、网络表情包等载体形式，将亚文化表达有机融入主

流思政话语体系，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青年话语体系的内在契合度，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方法的

现代转型[9]。 

4.2. 发挥新媒体优势，构筑立体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双重场域特征：既需要应对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实

体场域的时空限制，更需要突破传统边界，融入虚拟空间的无限延展性。因此，应深度整合新媒体的技

术赋能优势，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多维度、交互式的网络思政教育生态系统，从

而显著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育人实效。 
首先，重点培育若干具有示范效应的思政教育主题网站，通过数字化传播手段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传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网络阐释力。 
其次，推进“校园网络净化工程”，强化网络伦理建设，培育理性文明的网络行为规范，构建积极健

康的网络文化生态。 
再次，搭建智能化心理监测与干预平台，建立动态化的心理预警机制，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的精准

把握和及时疏导，同时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开发兼具学术深度和互动体验的数字化教学产品，

构建虚实融合的新型网络思政课堂。 
最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创设议题讨论空间，聚焦青年群体的现实关切，通过议程设置、发挥“意

见领袖”作用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认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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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更新教育理念，建设网络思政专业队伍 
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与即时性特征，使大学生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自主获取各类信息，任何试图阻断

其与新媒体联系的做法都缺乏现实可行性。 
在此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亟须实现双重转型：其一，促进教育主体的角色转型。数

字时代要求思政教师必须具备更高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媒介能力，需要推动其从传统知识传授者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身份转变，深化对网络思政教育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 
其二，创新团队构建模式。应构建跨学科复合型团队，在保留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骨干的同时，积极

吸纳网络技术专家和传播学人才，形成学科交叉、能力互补的协同育人机制；在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还需

更新教育理念，应确立疏导优于管控、对话重于灌输的传播原则，通过构建主体间性的教育交往模式，

切实尊重和彰显大学生的主体性价值。基于青年群体的认知发展规律和个性特征，重点激发其内在潜能，

培育包括自主学习动机、创新实践能力、积极人生态度和社会担当意识在内的综合素质。重构新媒体语

境下的师生交往关系，建立基于平等对话、良性互动的教育共同体。 
其三，应构建线上与线下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人格感召力依然对大学生的价值

观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虚拟空间的师生互动难以完全取代面对面的现实交往。因此，在充分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的同时，必须重视并优化传统教育方式的当代价值，包括课堂教学、深度谈心、主题教育

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形式，实现数字媒介与传统方法的优势互补，形成全方位、多维

度的育人合力。 

4.4. 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核心场域，校园网络舆情

态势往往真实映射出学生对现实社会热点议题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若缺乏及时有效的舆情干预机制，

此类网络舆情可能催化学生群体的负面情绪积累，甚至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最终危及校园秩序稳定。

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校园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切实履行网络空间“把关人”的职

责，协同学校相关部门构建“五位一体”的舆情管理机制——包括标准化的舆情监测系统、精准化的信

息分析平台、专业化的舆论引导队伍、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体系以及系统化的应急处置方案。通过这一综

合治理框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网络舆情事件，消解潜在危机，净化网络空间，从而营造积极向上的校

园网络生态，切实保障高校育人环境的健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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