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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网络思政已经成为各高校甚至二级院系的常见方式,但常见的推送选题往往不能达到吸引学生阅读的

目的。校史校情是高校的宝贵财富,承载着学校发展和沿革过程中凝练形成的精神内涵,对于二级院系来说也不例外。本文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微信公众号“NWU 地苑”的选题类型与阅读量的关系入手,研究将系史系情作为微信推送选题,在以学生为主的受众中起到的网络思政效果。

数据显示,该选题收到学生欢迎,并且能帮助学生更加立体的了解自己的专业,树立职业精神和信仰,将个人发展融入到祖国建设的需要中。另外,

微信推送该选题在自媒体时代对校、招生等工作可能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网络思政；微信公众号；选题；系史系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就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强调与时俱进,因势利导,运用发达的网络技术,推动思政工作,

增强活力和吸引力。新媒体是近年来网络技术推动下的新兴产物,时常被

用于网络思政教育,也成了各大院校展示风采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思政教

育课堂是主阵地,然而课堂以外的零碎时间长期以来未被重视,尤其当前

学生使用手机普遍,以手机阅读为抓手的网络思政工作见效迟缓。2012年7

月,微信公众号功能上线,以订阅号、企业号、服务号的模式将用户与资讯、

服务连接在一起,各大高校甚至二级单位也纷纷开始运营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选题包含招生宣传、人才招聘、成果发布、思政工作等内容,以满足新

的工作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

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对高校而言,校史校情承载着学校文化和精神,对培养爱校护校,以校

为荣的学生、加强德育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对院

系而言,虽然典型人物、事迹没有全校丰富,但是深挖凝炼人物的闪光点,

对学生熟悉专业特点、增强职业精神有深刻意义。 

本文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NWU地苑”为例,分析以微信推

送为网路思政手段,不同选题的工作效果。 

1 选题与阅读量分析 

1.1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的选题和阅读量关系分析 

 

图1  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NWU地苑”2018年4-5月阅读量 

地质学系在2017-2018学年共有学生834人,以2018年4-5月为例,地质

学系微信公众选题可分为学生活动、新闻热点、科普教育、党团建设、专

栏五大类。上图反映两个月内,阅读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总体阅读

量不高,单期阅读量基本在300-700人次之间,覆盖学生比率为36%-84%之

间；(2)有三期阅读量超过1000人次,覆盖率超过100%,三期均为专栏推送：

《地质学系治学历史中的人与事》。这就说明,这类专栏作品更容易吸引学

生进行阅读。 

1.2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专栏作品的选题和阅读量分析 

2018-2019学年,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共开通三个专栏,分别是《地质

学系治学历史中的人与事》、《世界地质奇观》、《地质学系名师访谈》。《地

质学系治学历史中的人与事》以叙事的方式主要讲述西北大学地质学科自

成立以来,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例如杨拯陆、杨钟健等,在故事中反

映学科的一步步成长和人物反映出的地质人特有的不怕吃苦,献身祖国石

油工业的奉献精神；《世界地质奇观》主要介绍国内外地质奇观及其形成

过程中的地质作用,和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地质学系名师访谈》则是以我

系院士、学科带头人的采访实录,科研历程激励青年学子。 

三个专栏开办以来,阅读量基本稳定在1000-1500人次,订阅人数从

732人增长至1500人,和2018-2019学年地质学系790名学生相比,超出一

倍。分析这些数据发现,(1)除了学生群体以外,地质学系的老师也都基本

关注公众号信息,有些老师还会给出指导建议；(2)阅读人群不仅限于校

内。由于增加了《地质学系治学历史中的人与事》和《地质学系名师访谈》

两个专栏,不少已经毕业的校友成为了新的阅读群体,以《吴汉宁——成为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采访推送为例,该篇单篇阅读量达到2000+,居全

校二级单位的单篇推送阅读量前列,留言评论中有对吴老师的感激之

情、赞美之词,也有怀念和吴老师一起到野外进行地质勘探的峥嵘岁月、

感慨在母校求学的青葱年华。后来编辑收到了许多电话,询问吴老师退

休了吗,现在住哪里想去看望等等,这篇推送也促成了吴老师和学生多

年后重新聚会。 

综合以上,高校二级单位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网络思政教育已经成为

重要途径,但选题问题常被忽视,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选题和阅

读量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重视选题,是吸引读者,有效利用微信公众号进

行网络思政教育的先决条件。 

2 选题内容与网络思政 

2.1以校史校作为网络思政选题的意义 

对于大学而言,校史校情是传承校园文化精髓的纽带,是增进师生文

化认同的路径,例如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的迁校故事、交大“西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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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校史校情融入微信公众号的选题,有效的利用了思政课堂以外的时

间,既能增强网络思政的亲和力,也能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西北大

学在其建校118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诸多值得当代大学生歌颂学习的典型事

迹,地质学系也不例外。对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而言,由于是国内 早的地

质学科,同时也一直保留系级建制,精细化培养,因此在地质学系开展系史

系情教育,教学案例丰富、针对性强。 

2.2推送系史系情对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学生的影响 

另外,西北大学地质学科建立之初,是以发展中国能源行业为己任,更

是将艰苦奋斗,团结奉献作为精神支柱,因此将系史系情的解读纳入中华

民族发展史、 国家能源行业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之中,开展思政教育,是新

时代地质人才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同时,从地质学系发展历程中选取系

史故事、杰出人物,更易于学生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共鸣,通过向典型人物

学习,提升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管理能力,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需要同步,

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图2  地质学系学生对系史系情的了解方式和程度 

 

 

图3  地质学系学生对专业和专栏的认可度 

在地质学系2018级100名学生中调查显示,73%的学生通过本系微信公

众平台了解地质学系的发展历程,其中90%的学生能熟知超过三名典型杰

出人物及其事迹反映的精神；58%的学生通过学习典型人物、事件对自己

所学专业有了新的认识；24%的学生持续关注该专栏,并因此对自己的学习

生涯作出规划。另一方面,学生家长对地质学系的认同度提高。以2018级

本科生家长为例,2018年-2019年,在家长中反响强烈,转发超过1000人次,

为招生宣传也有益处。 

因此,推送系史系情对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学生的而言,首先能增加学

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通过学习典型人物、事件所传达出的职业

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学生的个人成长、职业道德养成有了很大提升,并且

能将个人发展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真正做到融入社会建设的大潮中。 

3 结论 

地质学系微信公众号在推送内容中,以网路思政为抓手,以系史系情

为载体,在学生中起到良好效果,数据显示通过学习系史系情,对培养学生

的专业认同度、职业精神培养有很大帮助。由此可见,高校如果能将校史

校情教育融入网路思政,对提升学生的归属感、吸引力,构建立体的校园文

化也有益处。另外,随着推送在学生群体、家长群体、校友群体中的扩散,

也能助推学校知名度的提高和校友工作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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