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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文化作为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所日益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对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而言是

独特而充满吸引力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

工作被愈加重视,网络作为高校大学生最为活跃的平台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因此,高校教师应当要

重视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积极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本文先阐述了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然后分析了网络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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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迅猛发展,网络,

多媒体等信息媒介成为了高校大学生娱

乐,休闲甚至学习的重要阵地,但网络文

化的多元性也让鱼龙混杂的价值观,信

息导向充斥其中,非常容易影响价值观

趋于成型稳定的高校学生,因此,面对网

络文化的影响,如何借助校园网络文化

来建设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优秀文化

的传递,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重点研

究的课题。 

1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1.1积极影响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主要

体现在：动态化的网络环境能够为大学

生道德建设提供平台,诸如各种正能量

的文字、视频等都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的

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外,网络

文化对于高校思政教育也带来了一定的

契机,为思政教育传播的大众化、平等化

提供了方便。 

1.2消极影响 

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与日益丰富的

弊端性在于其成长环境的“野蛮性”所

导致的价值观导向及信息良莠不齐,鱼

龙混杂,这很容易让价值观趋于成型的

高校学生受到影响,此外,网络的开放

性、虚拟性等特点也让不良的思想逐渐

蔓延开来,一些三观不正的内容在网络

上助长了不良的风气,削弱了文化的作

用和导向,弱化了思政教育的主导地位,

这使得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受到了一定

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崇洋媚外、

唯我独尊等思想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 

2 高校网络文化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2.1对高校的主流文化产生冲击 

多元的网络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输

出对高校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且当前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就业

难、理想主义屈于现实主义让青年学子

产生诸多心理问题等也影响着高校的主

流文化,更多学生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

以及道德品质都更加趋向于利益层面,

长期在这种“变质”的主流文化下熏染,

会让学生的思想与道德都产生偏差。 

2.2促使大学生思想的复杂化发展 

网络文化及网络技术带来的便捷性,

让学生的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逐渐被

简化,学生已经将部分的主动权、思维活

动都交给了网络。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

当前很多学生的记忆、思维能力、感知

能力等都出现了一定的弱化现象,自我

调控能力较差,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

地寻求网络虚拟的帮助。这就导致学生

思想的复杂化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2.3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网络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长时间以来,

思想政治课程中教师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的传输。而在网络

文化的冲击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单

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学生的主体地位

更加突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思

想政治的教学方法。思政教育开始逐渐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以及教学的亲和性,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3 高校网络文化视域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 

3.1打造基于网络文化的思政教育

新格局 

第一,多措并举。思政教育工作者应

当要加强对网络技术的应用,将马克思

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抽象

化的知识具象化地展现出来。同时,将网

络文化中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引入到

课堂上,打造“双向资源互通”的格局,

吸收并利用积极的网络资源。此外,还要

在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加以重视,构建

坚实的防火墙,将“有害物质”抵挡在校

园网络以外,将“优秀文化”多形式的展

现给学生。 

3.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指导思想 

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应当要坚持以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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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第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能够帮

助思想产生偏差的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对学生的思想产生积极引导,正确看

待网络文化,帮助其在鱼龙混杂的网络

文化中筛选出积极的文化内容,促进大

学生的健康发展。第二,坚持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基本思想,能够引导学生不断

进步和创新,借助思想内容的内涵,对学

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进行有效引导,引

导学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

自身的力量。 

3.3扩充基于网络文化的思政教育

内容 

第一,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相关工

作者应当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进一步扩充思政教育内容。如：利用网

络资源来筛选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传

统的思想文化、革命文化、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等,让思政教育内容并不仅仅体

现在书本上,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第

二,丰富校园网络文化活动。相关教育工

作者应当要不断丰富校园网络文化活动,

多部门联合起来共同为思政教育网络文

化活动的举办献计献策,扩充思政教育

的内容,改变学生们对于思政教育的看

法,进一步渗透思政教育。此外,将思政

教育的各类方法,充分且灵活的与网络

各类平台结合起来,让思政教育揭下“古

板”的标签,更加接地气与喜闻乐见。第

三,发挥社团的力量。社团在高校中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很多学生都喜欢参加一

些社团来加强社交、丰富课余生活。因

此,高校应当要鼓励发挥社团的力量,以

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多举办一些活动,

带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如：以“传

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争做校园好网

民”的主题来举办校园网络文化活动,

通过征集微电影、摄影、网文、公益广

告、短视频、动漫、歌曲等作品,让学生

积极参与到其中,积极传播正能量,进一

步扩充思政教育的内容,提升思政教育

的整体效果。 

3.4提升基于网络文化的施教主体

的新常态 

第一,创新观念。全体教师应当要

创新教育观念,树立辩证思维,认清网

络文化的特点,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并

根据网络文化的特点来创新教育观念,

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以更加适应学生

学习习惯的方式来加强教育的创新。第

二,创新管理。在管理方面,应当要从不

同的主体出发,加强基于网络文化的思

政教育管理,如：加强网络文化下思政

教育法制化建设,制定相应的网络管理

规范,并对管理规程进行细化,关注网

络文化的动态,不断丰富思政教育内

容。高校网络管理部门要协同社会网络

管理单位及文化管理单位,加强对网络

不良文化的追踪,确保校园网络文化的

健康,为大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第

三,打造高素质教育队伍。在思政教育

团队的建设方面,应当要加强网络文化

知识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掌握,提升各教

师网络技术的操作能力。 

3.5加强网络执法监督,构建健康的

校园网络文化 

在网络文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同

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高校应当要与相关执法部门联合

起来,加强网络执法监督,构建健康的校

园网络文化。第一,由于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尚不成熟,为了避免不良信息对大学

生的思想观念产生负面影响,高校以及

我国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应当加强校园网

络的执法监督执法部门应当加强校园网

络的执法监督,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筛查、

屏蔽等,追溯虚假信息的传播源头,对不

法分子进行严厉的制裁,进而为高校学

生建立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

文化对大学生以及大学生思政教育工

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者应当要明确网络文化带来的负面

影响,并根据这些负面影响来针对性地

展开思政教育工作,不断创新、不断扩

充内容、不断更新教育手段,打造思政

教育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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