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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变革与范式创新

郝海洪，　张　建

（阜阳师范学院 团委，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巨大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全媒体思想引领平台

逐渐发展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网络渠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加深对全媒体概

念和内涵的理解与认知，以“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维，注重接受客体的个性化诉求，
契合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实际，变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打造全媒体思想教育平台，拓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领域，组建新媒体网络宣传队伍，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范式，开展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教育，创新全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范式，增强全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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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促进人类思

想政治教育传播理念的变革，创新人类思想政治

教育传播的手段，拓宽人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

范围和领域，进而倒逼国家、社会加深对当下青年

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理念、传播范式、传播效

果等方面的认知和思考。随着当代社会“数字化

媒介”技术的进步，借助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通

讯技术，以“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

短信、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桌面视窗、数字电视、
触摸媒体等”［１］为代表的新兴“互动式数字化复合

媒体”拓宽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视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抓住这一变化和趋势，
及时转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加快传

统媒介和新兴媒介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构建全

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体系，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式，把握新媒体

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增强全媒体环

境 下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的 时 效 性 和 实

效性。

　　 一、全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认知与现状

　　（一）全 媒 体 内 涵 及 其 特 征 的 理 解 与

认知

“全媒体在英文中为‘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源于一家

名为 Ｍａｒｔｈ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ＭＳＯ）
的家政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９年的公司，拥
有并管理４种 核 心 杂 志、３４种 书 籍、一 栏 艺 术 电

视节目、一栏电视周刊节目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和一个

名为ＡｓｋＭａｒｔｈａ的报纸专栏、一个在美国３３０多

家广播台播出的节目和一个拥有１７万注册用户

的网站。ＭＳＯ通过旗下的多媒 体 形 式 传 播 自 身

的家政服务和产品，全媒体因 此 而 得 名。”［２］全 媒

体即是指立足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传

播观念，综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媒介内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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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媒介形态、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媒介运营模

式、媒介营销观念等方面的整 合 性 运 用。”［３］全 媒

体平台的构建及有效运用，从整体上可以实现传

播媒介的集成性，信息生产的整合性，信息感知的

全面性，信息传播的超时空性和信息传播受众或

用户的超级细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综合运用报

刊、广播、电视、网络、移动终端，以文字、声音、图

片、视频等形式实现向受众或用户立体交叉，全方

位、全天候有效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达到信息

传播覆盖面和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全媒体冲击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困境

　　依托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而

存在的播客、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新兴媒体和手机

自媒体构建的庞大信息传播网络体系，能在极短

时间内创造海量信息资源，且能快速在人际与人

际、人际与群际、群际与群际之间扩散与传播，并

凭借其强大的交互性能，在最大虚拟空间内迅速

聚集庞大的受众。这一基本的现实必然给当下大

学生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带 来 一 些 负 面 影 响。一 方

面，一些不辨真伪、碎片化、去中心化、娱乐化、低

俗化，甚至反动的负面信息趁机利用新媒体“把关

人”角色弱化、传播快捷、覆盖面广、形态多样、交

互性强的特点，借助微博、微信、播客、虚拟社区等

平台肆意传播，制造虚假舆论声势，突破社会道德

底线，激化社会矛盾，逐渐侵蚀大学生主流意识形

态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和型塑。一些辨别能力

弱、缺乏理性思考的大学生受众在没有认真辨别

信息真实与否的情况下对此容易迷信盲从。另一

方面，高校橱窗、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介因

各自为政、功能单一、内容单调、形式呆板等原因

无法赢得广大师生的关注和喜爱，在网络媒体和

手机自媒体的冲击下显得捉襟见肘，无法在大学

生思想引领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形成方面发挥强大影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

２０１４年４月，一些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香港大

学生发起的“占中”事件和台湾大学生发起的“太

阳花”学运，以及近两年内地发生的多起大学生被

境外 反 动 势 力 利 用，充 当 间 谍、窃 取 国 家 秘 密 事

件，都或隐或现显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国家主

流核心思想价值教育的弱点。第三，“新媒体环境

加深了‘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之间的代沟。
‘数字原生 代’指 的 是 伴 随 网 络 成 长 起 来 的 一 代

人。而‘数字移民’则指的是在技术爆炸之前成长

起来的一代乃至几代人。”［４］在信息传播技术快速

发展，信息日益实现跨媒介、跨时空、跨领域传播

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数字移民”在

一定程度上还难以适应、紧跟新媒体传播的时代

步伐和潮流，在观念转变、手段创新等方面还存在

一定困难。而“数字原生代”则完全成为依靠数字

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滋养而成长起来的新

媒体弄潮儿，这给肩负大学生主流思想价值教育

和型塑 的“数 字 移 民”造 成 了 巨 大 的 心 理 压 力。
“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之间还需要在加速磨

合的过程中找到共同语言，快速革新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努力缩小这种因技术

革新造成的数字代沟，有效掌握大学生宣传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权，抢占“数字原生代”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制高点。

　　 （三）全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第３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国

网民规 模 达６．６８亿，互 联 网 普 及 率 为４８．８％。
手机网民规模达５．９４亿，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

比提升至８８．９％，随着手机终端的大屏化和手机

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

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网民数

占学生 网 民 数 的２０．６％。”［５］如 此 规 模 的 大 学 生

网民和大学生手机用户，为我们开辟一条传统大

学生思想战线之外的第二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战线提供了便利。首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阵地可以从传统的第一课堂延伸至网络媒体和手

机媒体。高校教师可以把在课堂上教授的深奥的

理论性内容结合现实生活加以通俗化，利用微博、
微信和ＱＱ群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辅导、交流，
把深奥的理论讲深、讲透，真正使思想理论在学生

头脑里生根开花，真正内化于心。其次，全媒体环

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收集、整理大

学生关注的热点信息、焦点问题，及时掌握学生的

现实需求和思想动态，从而更好地进行有针对性

的辅 导，提 高 大 学 生 学 习 社 会 主 流 意 识 自 觉 性。
第三，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快速发展，使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舆论宣传主管部门开始关注

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整合、融合，注重传统媒体和

信息媒体的优势互补，实现立体、多维的主流核心

意识形态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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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革全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理念

　　（一）互联网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的转型升级

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基于第一

课堂形而上的思想政治理论灌输和第二课堂形而

下的实践活动接地气兼顾的过程。这种传统的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兼顾、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给大学生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之外的思想熏陶

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和时空。不过，随着手机自媒

体这种“第五媒体”的兴起，并由此产生的规模庞

大的大学生手机自媒体受众和用户，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开辟全天候的“第三课堂”即“网络课堂”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来填补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留

下的空白和时空。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

要革新理念、转变观念，把视野转向“互联网＋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全新教育理念上来。习

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

理念创新。”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积极培

养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移动通

讯技术支撑下的全媒体思想引领平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

　　 （二）注重全媒体环境下接受客体的个

性化诉求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流行的信息传播核心观念认

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他们所传

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

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他们能

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

行动。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子弹论’、‘魔弹论’

或‘皮下注射论’。”［６］这种传播观点认为信息的接

受者只是被动、无条件地接受传播者提供的任何

信息和宣传，是应声而倒的“靶子”。但是，随着传

播技 术 的 发 展、传 播 理 念 的 革 新、传 播 媒 介 的 多

样，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受客体已经完全发生了

改变，他们不再是信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反，
他们是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
已然成为信息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这种

深刻的变化告诉我们，随着手机自媒体、网络虚拟

互动社区等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思想政治教育

的客体不再是被动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接受者，而

是新媒体环境下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加多元、选
择更为多样的“用户”。他们对接受什么样的思想

价值观念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这需要

大学生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充 分 分 析 大 学 生

“用户”特征基础上，尊重大学生心理、性别、习惯、
年级等方面的差异，改变视大学生为被动的信息

接受者的观 念，构 建“双 重 主 体”教 学 理 念，强 调

“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新媒体技

术，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生作为学的主体充

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７］充分考虑差异

化“用户”的主体性诉求，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

化内容点对点的精准推送。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和传播要

契合实际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兴媒体体现出的信

息海量、交互性强、自主选择等属性，使传统的受

众群体获得了自身的解放。“媒介内容的最后取

舍权属于受众。任何信息的发布必须从满足受众

的实际需要出发，任何宣传同样必须从顾及受众

所能接受的实际程度出发。”［８］新媒体环境下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产要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正确导向；又
要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努力发掘大学生关注的

焦点话题、热点话题，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融

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大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拓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创新

大赛、重大节庆日情感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等实践过程中，结合大学生学习、就业、创业、爱
情、交际、心理等学习生活实际，创作出更多大学

生喜闻乐见的、生动的新媒体线上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从而使大学生在生动的线下实践中和完善

的线上学习中得到思想境界的升华。

　　 三、创新全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范式

　　 （一）打造全媒体思想教育平台，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领域

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传统媒体在 大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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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不能适应大学生宣传思想

工作新需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急需整合各自

优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
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９］立足于现代

传播技术的新发展和媒介融合传播的新观念，打

造全媒体思想引领平台。具体到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一是建设数字化思想政治理论精品课

程网站，丰富线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主流意识

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传播的主渠道从传统第一课

堂延伸到第三课堂———网络课堂，全 面 实 现 思 想

政治理论课进网络，打破传统课堂和网络课堂的

界限。这样，“它们带给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

越空间藩篱的便利性，同时也带来了超越时空的

同 步 性，从 而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学 生 获 取 知 识 的 效

率。”［７］实现了传统课堂和网络课 堂 的 有 效 融 合，
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二是创建一批校

园ＡＰＰ微传播平台，打造校园微传播矩阵。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移动通讯终端、大数据传输

技术快速发展和手机应用（ＡＰＰ）强势崛起的时代

趋势，加强符合大学生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特点

的手机应用ＡＰＰ微平台建设，拓宽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领域，创新课堂外“第五媒体”（手机媒体）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比如，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建

设的校园ＡＰＰ“韵 彩 西 湖”和 校 团 委 共 青 传 媒 中

心建设的微信、微博公众新媒体矩阵深受学生青

睐和喜爱，聚集了大量粉丝，在大学生宣传思想教

育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该校课堂外大学生

宣传思想教育的新阵地和新渠道。

　　 （二）组建新媒体网络宣传队伍，抢占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

　　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与核心的关键是人

才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才

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培

养一支思想政治立场坚定、全媒体平台业务精通、
青年思想脉搏把握准确的全媒型网络宣传员队伍

成为全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所

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 改 进 新 形 势 下 高 校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意

见》指出，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一支由学生

和青年教师骨干组成的网络宣传员队伍，推进校

园微信 公 众 账 号 等 网 络 新 媒 体 建 设。”［１０］“截 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中 国 智 能 手 机 普 及 率 已 经 超

过总人口的３０％，智能手机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

的普及率更高，基本达到‘人手一机’的状态。”［１１］

据调查结果显示：“随身移动终端日益成为大学生

普遍的网络应用设备，大学生周上网时间２小时

以下的只占１３．５２％，２～１０小 时 的 占３３．５２％，

１０～２０小 时 的 占３４．４８％，２０小 时 以 上 的 占

１８．４８％。”［１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效利

用这一特点和优势，发挥网络宣传队伍在网络新

媒体领域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军作用，
充分占领大学生碎片化网络时间，提供符合大学

生微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的教育内容，针对不同

专业、年 级 的 学 生 进 行 分 类 策 划 教 育 主 题，通 过

ＱＱ群、微信群、微博等ＡＰＰ平台嵌入时尚元素，
契合大学生交流沟通方式，实现信息精准制作、精
准推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海量信息中被

选择的概率，从而有效引导网络新媒体领域大学

生思想意识形态和管控网络新媒体领域大学生舆

论方向，抢占网络新媒体领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主阵地。

　　（三）创 新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传 播 范 式，开

展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要

义在于手段的创新。全媒体信息传播意味着宣传

思想政治教育要摒弃单一的传播模式，要积极创

造多媒体技术环境下的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

要素集于一体的形象生动的信息产品。受众可以

根据信息内容传播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

选择和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媒介，接受什么样的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所以，高校宣传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要从受众主体出发，选取学生关注的热点、
焦点话题进行主题策划，选取蕴含社会主义主流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题材，进行

采编、分类、加工、制作，尤其是信息加工环节要结

合不同群体进行分类加工，实行思想信息传送的

精细化操作。在充分考虑思想政治信息内容生产

传播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思想政治信息

接收主体所处的媒介生态环境。新媒介环境下，
大学生面对丰富多样的快捷传播、交流渠道，滥用

媒介的情况并不鲜见；面对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真假难辨的海量、碎片化信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局面进一步复杂化。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在 抓 好 网 络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阵 地 建 设 的 同

时，更需要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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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他们对新媒介的操作能力、认知能力和判断能

力，全面提高大学生在新媒介生态下的思想境界

和精神境界，促进大学生与媒介生态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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