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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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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对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向开放、共享、交流的现代

化社会,外来文化对我国社会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新媒

体时代的这种影响力逐渐加深,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受到了严峻地挑战,新媒体时代给我

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出了时代挑战 。 

1.1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影响力逐渐降低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我国教育的始终,也是我党在教

育、引导人方面长久以来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思

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广

泛普及在学校、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等地,同时其具有着广泛

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发挥教育和引导作用,推动社会普遍树

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从而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进程。但是,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以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唯一性的

现状,一些高校学生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开始对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人们通过新媒体开始了解

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思维模式,在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的背景

下,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逐渐降低,相比于新媒体丰富多彩

的文化所具有的趣味性,如当前快速发展的微信、微博、抖

音、快手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枯燥的理

论性难以获得大众的青睐,尤其是难以吸引青年网民的吸引

力,使得思想政治话语权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局限。 

1.2 思想政治话语传播方式陈旧 

以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教育主要依托于两

种方式进行传播和发展,一是依靠理论的教学、宣讲、主题

活动等形式来开展,这种形式需要对学生进行整合,需要在

课堂中开展,需要准备特定的教材内容,这种方式开展学习

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学习。二是依靠传统媒体进行思想政治话

语权传播,例如报纸、杂质、书籍等等。但新媒体时代,这两

种教育方式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难以满足新时代思想政

治话语权传播的要求。在碎片化的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难

以集中思想长期的开展理论学习,传统媒体的衰落、新媒体

的快速发展导致受众产生了转移,传统媒体难以吸引受众,

其所起到的作用也渐微。 

1.3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内容认同曲线下滑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了爱国主义教育、政治理论教育

以及道德教育等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传播也呈现

出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实践性话语不足的缺点,

这也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不接地气,缺乏群众基

础。新媒体时代,人们开始倾向于理论和实践的实际指导作

用,但传统的思想政治话语内容缺乏理论指导实践的实例,

高校课堂仍然停留在课本宣讲的阶段,这种空有理论的话语

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整体来看,思想政治话语传播的内容

在一段时期内认同曲线不断下滑,同时这也表明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难以获得新时代人们的信任和依赖,这表明创

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内容体系迫在眉睫。 

2 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式微的影响因素 

2.1 多元社会思潮弱化、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全球化的今天,在新媒体的推动下,高校学生逐渐了解、

接受来自全球的文化,在各种网站上能够获取来自全世界的

各种信息,全球化语境中人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思想意

识、价值形态的渗透,多元的文化、思想挑战着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当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无不

挑战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思想偏激的学生极易

被诱导出现理想信念迷茫,贪图享乐主义的情况,还容易产

生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媒

体时代思想政治话语权面临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

待加强。 

2.2 工具性话语滥觞导致思想政治话语权的价值理性式微 

当前,新媒体时代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宰制,导致了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代社会更多的

人在对物质与金钱的追求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一个物质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由此带来的是这些人精

神世界产生迷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受到这种思潮

的影响,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偏向政治化、口号化,无法获

得人们内心的认同和共鸣。同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

话语发展之后,以往传统的话语给高校学生带来的都是一些

空洞的政治理论,都是一些标准化的话语,难以引起教育的

的认同,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能有效的使用更有魅力的

语言吸引人,将难以有效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2.3 话语载体发生变革,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传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为代

表的网络交际平台迅猛发展,这些平台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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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媒体话语场域,这些话语载体普遍具有开放性、交互性

的特点,对新时期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形成一定的

冲击和挑战,当前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话语权发展存在理念

滞后、平台欠缺、内容僵化等问题,阻碍思想政治话语权发展。 

2.4 新媒体思想政治话语权理论研究滞后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话语权

逐渐式微,由此也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低效率、无序化。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话语权理论研

究滞后,导致其效能低下。尽管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但当前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我党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对思想政治

话语权的理论研究未能充分把握社会思潮变迁的速度,对思

想政治理论话语权的研究也缺乏与新媒体文化、价值取向、

道德伦理等方面研究的结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

缺乏实践理论的指导。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思想政治理

论话语权的研究创新意识不足,缺乏前瞻性的思考,对新媒

体平台中的现实问题剖析补习,到时理论研究不能深入。 

3 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方法 

3.1 把握社会新思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引导 

面对多元社会新思潮的发展,高校要加强学生文化引领,

避免不良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用积

极思想引导社会发展。高校要加强忧患意识,认识到不良文

化的影响,认识到新媒体话语流变给学生发展带来的危害性,

加强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调控力度,牢牢抓住主流

思想,引导学生发展,加强思想教育。高校要切实发挥主导作

用,面对新媒体的发展趋势,要紧密结合新媒体平台,积极利

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

学习强国的开展就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高校也要积极利用这

些平台引导学生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权引导。 

3.2 提升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的新媒体政治素养,强

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为了确保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能够主流

运行,我们要切实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做优秀网

民。高校一要创新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运行的内容体

系,不仅要创新爱国主义、理想信仰教育等主流内容,还要加

强责任意识、公共秩序等教育,从内容上丰富。二是要利用

新媒体技术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方式,要借助

新媒体平台,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利用微信、微博、抖音、

快手等线上平台,依托短视频、文案等形式,不断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的传播效率。三是要对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

话语权传播主题进行拓展,积极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

加强主流权威媒体的主导作用,类似发展“网红党支部”、“共

青团中央”等知名的公众自媒体用户,积极拓宽思想政治话

语权传播渠道,持续推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学生的新媒体政

治素养,不断强化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认同。 

3.3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滞后问题,加强话语权研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强理论的重视,不

断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新媒体时代,我们要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话语权的研究,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根本作用,不

断丰富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论体系的构建,

让思想政治话语权的构建和发展紧密结合新媒体的发展,紧

密抓住现实问题,关注新媒体时代的话语变迁,加强把握,让

思想政治话语权发展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主动对时代变迁

中话语权的变化进行更新和完善,加强研究,推动思想政治

话语权的发展。 

4 结束语 

生产力的变化推动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人们生

活方式的转变,新时代给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发展面

临着挑战,高校要紧抓时代脉搏,转变观念不断加强新媒体

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发展,使其在新时期焕发新的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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