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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青年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

忽视。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者需要分析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新特点,

并根据其学习发展规律做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在日常管理和教育中融入网络教育,加强对学生

的思想引领,做好大学生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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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已

成为当下传播信息的主流方式,对各行

各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行业也不

例外。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容易接受新

鲜事物的群体对于新媒体的接受速度

更是快于其他群体,加之疫情期间学校

教育从从线下转到线上,网络就成为了

大学生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渠

道。因此,新媒体的发展及传播对学生

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思

想行为更加网络化、传播信息局部化,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

军,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做好大学生思政

工作,是未来一个时期高校需要重点关

注的课题之一,更是高校辅导员需要持

续关注的问题。 

1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行为

新特点 

1.1思想行为网络化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大学生的

生活学习方式,尤其对“95”后、“00”

后大学生的影响更为深刻,他们作为网

络“原住民”更加习惯利用网络获取信

息、传播信息、参与活动,其思想行为

都更加网络化,但此时青年大学生正处

思想不断成长成熟阶段,一些别有用心

者抓住了其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能力

弱、网络感情不断增强等特点,制造网

络谣言,宣传可读性强、故事“感人”

的舆论观点,带偏舆论节奏,宣传错误

价值观,相对缺少理性思维能力和冷静

平和的心态的大学生来讲这无疑是一个

错误的导向。 

1.2信息传播多元化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发达,QQ、微信、

微博、抖音、快手、bilibili等平台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使得人

们信息获取、传播、分享渠道更加多元

化,也为高校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促进教育方法改良、提高教育方

式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形式,但同时也引

发了许多问题。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

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也不只是有一个

自媒体平台账号,尤其是作为网络“原住

民”的青年大学生,每个人都会开通多个

自媒体账号,在不同的平台上接收发布

信息,从不同程度上分散学生的关注点,

辅导员难以掌握其网络信息的传播途

径、方式及内容,这对辅导员思政教育和

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

网络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2.1网络思政教育是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的需要 

新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

使用便捷,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的

必然选择。当遇到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时

网络也是联系各方的 快途径,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疫情期间学生不能按时

返校,但线上课程、云教育弥补了学生学

习进度滞后的情况。在面临重大社会突

发事件时青年大学生容易被谣言或不良

价值观诱导,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政教

育的主体之一要及时对其开展网络思政

教育,以应对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工

作十分必要。 

2.2网络思政教育是提高思政教育

成效的需要 

网络思政教育不仅是应对重大社会

突发事件的需要,也是提高思政教育工

作成效的需要,当代青年大学生习惯利

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他们思维活跃,追求

自由,信息来源渠道丰富,但是他们正处

于价值观形成阶段,对于事物的辨别能

力较弱,容易被不良价值取向左右。这些

特点都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改变以往的

说教方式,用互联网思维去思考问题,用

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沟通交流,在日常生

活管理和思政教育中融入互联网中优秀

案例,突出思政教育的政治性,提高思政

教育的成效。 

2.3网络思政教育是巩固意识形态

稳定的需要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境外一

些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多元文化及西方

各类错误社会思潮不断挑战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及自觉性

尚不稳定,很容易受不良思想的影响。高

校辅导员在新时代的网络教育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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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力掌握网络阵地这一关键要素,时

刻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学

生的的意识形态教育管理,经常与学生

交流沟通,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抵

制各种邪恶势力,努力维护校园意识形

态稳定。 

3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

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 

3.1加强思想引领,树立远大理想

信念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高校作为育人

主要阵地,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原则,辅导员作为学生的思政教

育工作者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

醒的头脑,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深入

挖掘“身边人、身边事”,结合各阶段学

生特点,以身边人、身边事为素材,在线

制作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作品,结

合生活中的优秀案例制作网络视频、利

用萌态化网络语言撰写文章等,对学生

厚植爱国主义精神,引领学生用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引领

学生透过表面看到实质,感受国家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引导青年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热

爱祖国、勇担时代责任、练就过硬本领、

锤炼品德修为,争做时代合格新青年。 

3.2占领网络阵地,做好网络舆情

引导 

网络化时代人们每天都能接受大量

信息,足不出户即可知晓天下事,但其中

不乏一些不法分子宣传谣言制造舆论,

由于教育背景、知识水平不一样,个体对

社会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网络舆论的

影响力不言而喻。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

网络思维和习惯已经形成,在出现了容

易引起思想偏差的网络话题时,高校辅

导员首先要主动发声,在学生群体中树

立威信,及时收集和分析学生的网络舆

论动态及规律特点,做好学生网络思想

引领工作。其次,应在学校的坚强领导下

准确做出网络舆情判断,及时占领网络

舆论阵地,在保障学生了解事件真相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正面应对网络热点问

题,学会理性思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后,可发挥朋辈教育引导作用,在学生

干部或学生党员中选拔有担当,有责任

心的“信息员”,及时报送学生网络行为

动态,做好舆情反馈与预防。 

3.3构建网络平台,加强日常交流

沟通 

日常谈心谈话是高校辅导员履行岗

位职责的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必备的基

本素质和工作技能。互联网时代,辅导员

应提升自身网络素养和能力,在传统的

谈心谈话模式上积极优化创新,以QQ、微

信、微博、钉钉、易班、抖音、快手、

bilibili等网络平台为重要阵地,以大

学生喜爱的方式开展谈心谈话,利用官

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账户、抖音、快

手短视频等推送热点评论文章,图片、短

视频,利用各个平台的点赞、评论、留言、

@等功能增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增强

思政教育的正面宣传吸引力和有效性。

辅导员还可以在个人自媒体账号不定期

推送与学生学习、思想、就业等相关的

信息,同时在网络空间中规范自己的网

络行为和立场,积极参与正能量的网络

话题,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寓教于

乐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积极向上的

姿态主动融入到学生常用的网络平台中,

以丰富有趣、通俗易懂、案例鲜活的方

式引导青年学生,传递正能量和正确价

值观。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

教育工作是应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需

要,是提高思政教育成效的需要,也是巩

固高校意识形态稳定的需要,因此,辅导

员要在传统思政教育的基础上创新工作

方法,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网络素养；在网

络舆情来临时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引导

学生正面应对网络热点问题,学会理性

思考；在日常的谈心谈话工作中利用网

络平台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打破时空限

制,切实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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