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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已广泛使用，大学生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群体，其学习、生活、社交都深

受新媒体的影响，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高校思政课肩负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强高校大学生“四史”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支撑。基于新媒体背景下，通过运用文

献法、实证调研等方法，分析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现状，总结探讨“四

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的问题，挖掘存在问题的原因，并从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运

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综合能力素养、提高大学生利用新媒体进行“四史”教育的自主性、

丰富新媒体多元化的“四史”教育形式三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来提升“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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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au-
dience of new media, their study, life, social media a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ew media,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ir liv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shoulder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etting up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investiga-
tion, this paper sums up and probes in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his-
tory”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ca-
vates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ed way to 
promote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compre-
hensiv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to carry out the “Four history” education by using the 
new media, improving the autonom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carry out the “Four history” educa-
tion by using the new media, and enriching the diversified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forms by the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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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教育

多次作出部署，多次重申“四史”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将“四史”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高校思政课肩负着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高校大学生“四史”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

着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微博、微信、抖音等程序为代表的新媒体广泛融入到高校大学生群

体，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浏览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表达情绪、反映意见的重要载体，也深刻影

响着大学生对国家、社会、人生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2018 年 4 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

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1]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效利用新媒体等媒介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下高校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改革的重要课题。2002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研讨

会会议纪要》通知指出：“必须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善于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创新。”[2]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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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式、手段等创新。”

[3] 2018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中指出：“要统筹用好新媒体、

新媒体、融媒体、‘两微一端’开展生动多样的学习宣传。”[4]国家相继出台的指导意见和政策，从战

略层面为高校思政课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基于此，本文着眼于新媒体背景下“四史”

教育如何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探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现状，总结探讨“四史”教育

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的问题，挖掘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育的路径。 

2. 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现状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状况，对包含广西大学、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南宁学院等在内的 10 所驻邕高校在校的 951 名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以下两

个个方面内容：一是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基本情况等，二是高校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情况，

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应用新媒体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基本情况调查 

2.1.1. 大学生使用新媒体频率高且目的差异化明显 
2023 年 3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

长 354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5]。大学生作为网民的主力军，在网络信息以及新媒体应用方面

使用频率极高。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大学生每天使用新媒体的时长在 1 小时以下的有 89 人，占比 9.36%；

1~3 小时(含 3 小时)之间的有 478 人，占比 50.26%；3~5 小时(含 5 小时)之间的有 328 人，占比 34.49%；

5 小时以上的有人 56，占比 5.89%。使用时间越长，越表明大学生受新媒体的影响越大。另外，问卷调

查显示，大学生运用新媒体的目的呈现差异化、个性化的特点。76.9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时政热点”，

选择“休闲娱乐”的占 78.16%，选择“购物消费”的占 68.23%，选择“趣味笑话”的占 49.57%，选择

“潮流时尚”的占 41.59%。还有不少大学生选择体育资讯、旅游出行等方面。这说明，新媒体已经成为

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对大学生思想影响和行为选择产生较大影响[6]。 

2.1.2. 大学生对在思政课中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认可度较高 
新媒体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这有利于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能够通过文

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与思政课教育的相关知识。网络问卷表明，在“如何看待运用新

媒体开展‘四史’融入思政课教育”的问题上 58.68%的学生选择了“内容丰富，有吸引力”。新媒体的

普及拓宽了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对于“四史”教育如

何更好地融入到思政课的教育当中，越来越多的高校思政课教师愿意尝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新媒体辅助

教学，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学生反映较好。 

2.1.3. 高校重视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融入思政课教育 
高校在开展思政课教育时须重视新媒体的力量，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加强新媒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的运用。问卷调查显示，在“如何评价学校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政课教育的方式”的问题上，47.53%
的学生认为“方式新颖，乐于接收”。可见，目前新媒体在高校思政课教育中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高校积极利用新媒体的优势，通过多方式多案例开展思政课教育，并不断融入“四史”教育的内容，不

断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提高运用新媒体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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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的问题 

综上，新媒体对高校思政课教育产生的影响逐渐扩大，正改变着、重塑着思政课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这给高校思政课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高校已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对高校思政课教育以及如何融入“四

史”教育的重要性，主动运用新媒体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在实际中取得较好效果。但是，在新媒体背

景之下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2.2.1. 思政课教师利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能力素养有待提高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主体，其运用新媒体开展教学的素养高低直接影

响着教育成效的大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思政课教师重视运用新媒体在课堂中开展教学活动，大学生

对新媒体在思政课的运用认可度比较高。但调查也表明，少数思政课教师对利用新媒体开展教学的重要

性认识不够，使得利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效果不佳。问卷调查显示，在“如何评价思政课教师利

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方式”上，30.81%的学生认为“方式新颖，效果一般”，15.98%的学生认

为“用与不用都一样”，而 5.68%的学生认为“不了解”。可见，尽管有的教师已经利用新媒体开展“四

史”教育，但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另外，调查显示，在“思政老师在上课时是否使用过新媒体开展

教学”时，29.02%的学生选择了“经常使用”，34.07%的学生选择了“偶尔使用”，27.34%的学生选择

了“很少使用”，8.94%的学生选择了“从未使用”。这表明，是否采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学活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个人运用新媒体的能力素养。 

2.2.2. 大学生对利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接受意愿有待加强 
新媒体的普及为大学生进行自我思想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不少学生通过新媒体快速了解世

界形势、国家大事、社会事件，并能利用微信、微博、贴吧等平台发表观点、阐明立场。大学生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反腐倡廉、一带一路、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等有着较高的关注度，但调查也显示，

部分学生对利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接受意愿不高。尽管新媒体提供了快捷、方便地交流平台，

但有些学生不乐意在通过新媒体接受包括“四史”在内的思政教育，个别学生甚至产生反感和排斥的情

绪。在“你是否愿意通过新媒体接受思政课教育”上，只有 18.19%的学生选择了“很乐意”，21.14%的

学生选择了“可以接受”，47.53%的学生选择了“无奈接受”，13.14%的学生选择了“不愿意”。 

2.2.3. 新媒体在“四史”教育中的应用方法有待丰富 
新媒体在“四史”教育中的应用方法有待加强。当前新媒体与思政课教学的结合程度不够，不少高

校思政课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比较喜欢用课件、视频的方式进行授课，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用不

充分。在“你觉得学校目前利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内容如何”上，27.87%的学生选择了“内容

丰富有吸引力”，55.31%的学生选择了“内容单一”，而 10.20%的学生认为“乏味，没新意”，6.62%
的学生表示“不了解”。这表明，半数以上的大学生认为当前高校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的内容参差

不齐，部分内容缺乏吸引力，方式也比较单一，创新性不够，与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没

能充分激起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高校的思政课教育大多还是仅停留在运用新媒体作为教育媒介进

行教学授课，未能充分发挥新媒体作为“四史”教育载体的优势和功能，主要教育方式也没能摆脱传统

的课堂教学方式，新媒体平台丰富的教育内容和资源无法有效地融入“四史”教育的课堂内，由此便不

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思政课课堂仍然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的现状。 

3. 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问题的成因 

面对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正确分析问题产生的成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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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3.1. 教育主体：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非专业性的影响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这就对

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运用新媒体在思政课中融入“四史”教

育，教师同时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二者缺一不可。从现有思政课教师队伍来看，同时具备

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教师尚未普及，存在着要求和能力不匹配的情况。这直接影响到新媒体应

用到“四史”教育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效果。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存在差

距。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整体的结构水平不尽合理，在年龄、职称、学历、经验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

以致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无法及时随着教学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根本性转变。二是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学

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弱，无法适应网络信息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以致对新媒体

的认识不到位和不充分，无法熟练掌握新媒体技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3.2. 教育客体：大学生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的特点与局限性 

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直接影响着新媒体在思政课中融入“四史”教育的效果。大学生从高

中生阶段来，其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必然带有高中生特点。在高中阶段，繁重课业压力和升学压力，使

得学生更重视知识素养的养成，对政治素养重视不够。大学生对思政课以及“四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

不到位，对新媒体中各种信息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度，极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从而削弱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在当今大学生校园乃至课堂上，都能看到很多的“低头族”，大学生拿着手机刷抖音、看微

博屡见不鲜。新媒体平台中每天有大量娱乐新闻、搞笑信息甚者恶搞短视频在传播，这些内容往往标题

醒目、时长短，容易带给人观感的愉悦。大学生使用新媒体追求心身的放松，心情的愉悦，这正好与新

媒体偏娱乐化的信息传播内容相契合，极易让大学生长期沉迷在新媒体中寻求自我解放的快感。大学生

在自我表达和价值追求上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容易给大学生造成对新媒体自由应用的误解，这不利于对

大学生开展“四史”教育，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3.3. 教育介体：网络平台建设内容的匮乏与形式的单调 

随着新媒体在思政课教育中的应用日趋广泛，决定了新媒体在高校思政课教育中必然占据重要的地

位。然而，高校在新媒体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建设上相对落后，未能满足在新媒体之下将“四史”教

育融入思政课教育的需要[7]。一是在新媒体阵地硬件建设上，部分高校对新媒体平台建设投入不足，缺

乏专业人员和团队对新媒体平台进行管理和运营。二是在新媒体平台软件建设上，部分高校在新媒体平

台中关于“四史”教育的内容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育内容的吸引力不够，无法引起大学生的关注和

兴趣。三是在新媒体平台“四史”教育资源整合上，部分高校没能充分认识新媒体平台资源的重要性，

对平台中的“四史”教育资源挖掘和分类不够充分，教育内容和教育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以致在进行思

政课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四史”教育缺乏形象丰富的教学案例和内容。 

4. 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路径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政课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新媒体背景

下高校思政课教育，寻找“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优化路径。从应用的师生主客体、介体等

维度探讨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具体路径。即，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运

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综合能力素养，提高大学生利用新媒体进行“四史”教育的自主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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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多元化的“四史”教育形式。 

4.1.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综合能力素养 

作为高校思政课教育的主体，思政课教师综合能力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思政课教育的成效。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8]
教育者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紧跟时代发展转变教育观念，自觉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

力和新事物适应能力，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高校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提升自身综合

政治理论素养，通过理论学习、各类培训活动、经验交流等，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政治理论素养，

为思政课教育业务工作做好理论储备。二是树立高校思政课教师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教育的教育理

念。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转变教育理念，有针对性地运用新媒体平台，关注新媒体上各种热

点话题，掌握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创新地运用新媒体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三是提高

高校思政课教师运用新媒体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有效运用新媒体解决教学中

遇到的时效性问题，可以利用新媒体即时互动的优势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推动线上引

导教育和线下课堂教学的充分融合，形成良性的师生互动和教育成效。 

4.2. 提高大学生利用新媒体进行“四史”教育的自主性 

主体意识是指作实践主体的个体，“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9]大学生的

主体意识集中体现在了大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大学生在接受和利用新媒体进

行“四史”教育的过程中，有独立的学习选择权和主动权。一方面高校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特征充分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引导大学生认识到新媒体作为教育载体的作用，合理运用新媒体开

展自主学习和自我教育，既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完整健全的自主意识，

增强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要提高大学生自身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判断和回应、

信息筛选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的意识，提升大学生主动应对和处理新媒体平台各

种信息资源的技能，通过对新媒体信息内容的甄别、筛选、整理，增强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有价

值的信息资源的技巧，从而不断提升大学生利用新媒体进行“四史”教育的自主性。 

4.3. 丰富新媒体多元化的“四史”教育形式 

为更好地实现思政课教育双主体综合能力和提升“四史”教育的实效，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中海量教育资源的优势，搭载新媒体平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及实

践活动，不断增强新媒体多元化的“四史”教育形式，提高思政课教育的吸引力。一是优化新媒体平台

内容设计。高校通过新媒体平台开设各类主题式的“四史”教育专题栏目，选取优秀的“四史”教育案

例以图文并茂、微视频等方式在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推介，定期更新推送，营造浓厚的“四史”教育学

习氛围。例如可以进行优秀作品展示，大学生自主创设的微党课视频、结合“四史”教育自导自演拍摄

的微型电影、大学生讲“四史”故事等，都是值得推送和宣扬的内容，既增加了“四史”教育的学习内

容，也促进了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二是搭建新媒体线上“四史”教育课堂。传统思政课课堂是“四

史”教育的主阵地，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高校可以创新地运用新媒体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线上“四史”

教育活动，例如笔者所在的高校，结合“四史”教育，由校团委、图书馆等各部门联合开展抖音主播之

“我最喜爱的红色书籍”直播推介，既可以锻炼大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新媒体运用技能，也达到升华活动

的目的。三是利用新媒体深挖“四史”教育资源。新媒体平台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更新的信息资

源为高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保障。高校必须紧跟网络信息时代发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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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有利于“四史”教育资源，并对这些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的分类和整理，实现对“四史”教育资

源及时有效的更新和挖掘，为大学生的“四史”教育做好资源保障。 

5. 小结 

新媒体深受当代大学生的喜爱和青睐，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本文探讨了新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现状分析、面

临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新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路径。新媒

体深刻改变了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载体。因此，运用新媒体开展“四史”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育，就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提升学生的自主性，充实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不断提升新

媒体背景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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