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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兴起,网络媒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的普遍使用和微媒介的泛在化都已经成为社会的新标志,网

络与生活的密不可分也昭示着微时代已然到来。网络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着,现如今网络信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所思所

行。但是网络空间可以虚拟,道德却不能缺失,在当今微时代的社会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做到以“微”传道授业解惑,把握教育新契机,培养

当代五好青年。高校辅导员要合理运用网络教育方式,从增强网络教育的意识、提高运用网络科技的能力和完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相关体系这

三个方面,加大网络思政教育的建设力度,从严致细的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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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科技的快速成长,新媒体交流平台的踊跃出现,尤其是微博、

微信、抖音等交流媒介的兴起和使用的日常化,人与人的沟通形式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泛在化的网络和微媒介的普遍化,成为“数字”生活 新的标

志,也说明微时代已“悄无声息”的到来。高校教育的受众对象,是已经成

年,但思想仍有浮动,并不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大学生活是大学生初步确立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网络文化的入侵性和网络空间的虚

拟性,导致大学生吸取的信息各式各样、鱼龙混杂,及其容易混淆大学生的

视听；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领航人,应该结合时代背景、运用

新的教育手段,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三观。 

由于网络应用的广泛化,各种微媒体对文化的“营销”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丰富,例如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为代表,进一步体现了“微时

代”的到来,一方面体现了网络社会传播媒介技术的日益完善,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即时交流”“浅阅读”等网络时代特有的沟通渠道、学习渠道的

优势。2018年5月22日,天津市高校开展关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与方法”的培训,深刻剖析了网络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应该

如何开展、网络舆情生态与舆论引导应该如何进行、辅导员新媒体课堂开

展的意义、如何开展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以及如何恰当管控网络时代的意

识形态及安全问题。此次高校辅导员关于网络思政教育的培训也充分说明

网络和教育已密不可分,充分展示了在网络技术生活化的大背景下,高校

辅导员应该怎么有序的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交流平台的日益丰富为高校辅导员提供了新的育人方法,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高校辅导员在抓住网络所提供的新契机的

同时,也注意选择适合的网络交流平台和技术手段来完善育人工作,把育

人工作细节化、深入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辨证的看待问题,事物是两面

性的,有优势必然也会带来问题,下面我将从优势和不足两个方面,对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分析。 

1 网络带来的新兴教育方式 

1.1拉近师生间的心理距离 

随着网络的泛在化,网络通讯替代了旧时的书信、电话、短信,时时微

信、微语音、微视频让沟通缩小距离,打破了时间的限制。这一沟通特点

极大的提高了高校师生的沟通效率。传统的沟通方式主要是面对面沟通,

使得沟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统沟通方式与网络沟通方式相比,进

一步突显网络沟通的便捷性和实效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学生的紧

张情绪,让学生敢于交流。也正是因为网络手段融入了教学方式,有效的弥

补了传统思政教育工作的缺点,为师生有效沟通搭建了平台,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即时通信,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感。通过网络平台,

合理利用微媒介,辅导员可以实现时时在线,学生遇到问题可以更直接、更

便捷、更迅速的与辅导员取得联系,以便辅导员及早发现问题、掌握问题,

从而更好更快的解决问题。同时,利用网络平台高校辅导员可以及时掌握

学生的信息、了解学生的情绪等等,更易于走进学生的内心,了解学生的真

实想法,更加易于多角度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亦师亦友,营造良好的教育

氛围。 

1.2更好地把握学生思想动向 

教育不是一味的灌输,尤其对大学生来说,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进行

鼓励和更正,让学生适当的“输出”,才是把握学生优势和不足的根本之道。

随着QQ、微博、微信、抖音等新的沟通工具充分融入生活,成为人与人日

常沟通必不可少的工具,高校思政教育融入网络新技术也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之势。大学生具有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他们更愿意了

解和接受新兴事物,所以新兴的网络交流平台成为大学生沟通和发表态度

等重要交流途径。鉴于大学生的这种特点,高校辅导员可以改变以往比较

呆板的教育形式,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制作小视频,运用

潮流网络用语,提高学生的兴趣,从方式方法上让学生获得更多认同感和

熟悉感,使得思想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高校辅导员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

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微媒介,捕捉学生思想上的“风吹草动”,准确把握学

生思想发展的动向。 

1.3网络媒介与教育结合有助于辅导员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果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网络手段和新媒介开展德育和素质教育。

网络与生活紧密相关,加强学生在虚拟空间中的道德素养也成为高校思政

教育必不可缺的课程。在网上开展学生工作时,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学生的

问题,从而进行思政教育,由于发布信息的持久性,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自身

状态较好的时段吸收相关教育信息。利用网络平台也使师生的交流方式变

得多样化与潮流化,比如使用轻松有趣的网络语言,拉近与学生距离的同

时,也可以增强学生对辅导员观点的认同与接受,正确的思想意识才可以

在大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从而使辅导员的思政教

育工作事半功倍。 

网络是个双刃剑,带来美好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猝不及防”。 

网络信息多元化、获得信息渠道丰富,良莠不齐的信息纷纷涌现大学

生视野中,网络教育发展需要过程,相关制度更需要逐步完善。当下各高校

网络思政教育从实际情况看,大多还处在适应阶段,各大高校通过采用网

络交流平台以及校内交互平台的更新来达到教育方式的更新,但由于发展

时间短,机制不够成熟,难免存在着诸多不成熟之处。 

2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发展中的“不足”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0 

Education research 

2.1进一步增强辅导员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 

由于以往传统的教育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现如今大多数高校辅导

员在开展教育工作时仍然在使用传统教育方式,但是时代背景已悄悄改变,

教育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信息爆炸和选择信息源增多导致学生接触到的信

息真假相伴、良莠不齐,大学生思维又十分活跃,导致盲从和冲动的情况屡

屡发生。如果高校辅导员没能及时的重视网络思政教育的开展,仍然局限

于传统思政教育工作,那么将会错失 佳的教育时机,导致思想政治教育

成果欠佳。 

高校辅导员应该深入了解网络资讯,结合辅导员具体工作,产生新的

工作思路。比如辅导员可以利用时下流行的抖音APP,拍一些集趣味与教育

于一身的短视频,用风趣、幽默、大众的方式传播正确思想,做到教育方式

时髦、有趣,潜移默化的教育学生。再比如辅导员可以经营微信公众号,

及时抓住时代新思想,写一些应用教育性强的文章,开阔大学生视野,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辅导员也应该及时关注和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热搜新闻,现如今大

学生有事没事都会上微博看看热搜,吃一下别人的“瓜”,如果这个“瓜”

是好的,对学生有好的影响,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个“瓜”已经放“坏”

了,学生判断力也有限,就会对他们造成消极的影响；高校辅导员可以开展

公众微博账号,把一些热议话题融入正确的思想认识展示给学生,让学生

首先看到的是正确的思想认识,先入为主,达到教育效果。 

2.2提高辅导员网络技术运用能力 

网络技术纷繁复杂,又有十分强的专业性,绝对不是经过简单了解就

能熟练灵活运用的。由于高校辅导员对运用网络教学不够重视,导致不能

积极主动学习新技术,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熟练运用网络开展教育工

作。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属于一种沟通教育,所以网络交流时,沟通经验起

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由于以往对网络教育的经验总结不到位,辅导员网络

技术能力也不强,导致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 

2.3进一步完善网络思政教育机制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领导机制需进一步完善。现阶段高校辅导员利用网

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不能有计划、有步骤、常态化开展,多数还停留在

“单打独斗”的情况,制度的有机整合,完整的网络教育体系,成为网络思

政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也需要一个完整的网络宣传系统,如果无法

形成紧密完善的机制,网络思政教育的效果难免差强人意。除此之外,高校

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全面、更具体、更有效的激励措施,要及

时总结相关宝贵经验,进一步提高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教育的意识。 

网络时代给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方式和手段,作为辅导员应该抓住时机,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是虚拟的,但道德不能悬置。高校教育的本

质是育人,道德素质教育是高校辅导员育人工作永恒的核心。高校辅导员

应积极利用网络带来的资源优势、扬长避短,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方式方

法,真正做到结合时代,跟上潮流,利用 新的科技手段、网络文化氛围进

行德育。 

作为高校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更有义

务充分利用网络力量培养出有道德的大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融入日常的

教育,培养和建立当代大学生完整的网络道德体系、高尚的网络文明素质、

健康的网络心理素质、自觉的网络安全意识、良好的网络伦理意识,并且

更要积极利用网络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素养教育、诚

信敬业教育,培养三观正、有作为的当代大学生。 

总而言之,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网络

平台、微媒介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娱乐和沟通工具,加强网络思政教育建

设也成为高校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在今后的工作中,通过国家、各部门以

及高校辅导员的共同努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会进一步完善,在

日后的工作中,也会更好的利用网络进行教育,取得更好的成绩,高等院校

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将会早日实现,进而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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