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１．０４５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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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日益凸显，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成为学
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从实证研究的层面出发，对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措施进行探讨，从方法论、认同

论、主体论上提出更实效的对策，主张充分发挥学生、政府、学校和社会内外部环境四者之间的合力，增强新媒体对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优化其教育内容结构，促进新媒体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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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中，新媒体已成为了师生交流、获取信息与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在校大学生对于新鲜

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年龄阶段导致的单纯性、可塑性等特点，高校思政工作者应搭建好信息篱笆，及时了

解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政教育

工作。为此，笔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调研对象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问卷发放采用了非概率抽样的

判断方法，共发放了７００份文件，收回有效问卷６５４份，调查对象覆盖文、理、工、经、管等专业，年级分布
均匀，男女比例均衡，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１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结果
１．１　各媒体形式的需求程度调查

首先，考察大学生对手机、互联网、电视、报刊杂志、电台广播、户外媒体６种媒体形式的需求程度。
调查显示：各媒体形式的频数分布不均衡，其中电视，报刊和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使用率极低，新媒体使用

率极高，约有９６．９４％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手机作为主要媒体工具。原因可能是使用手机、互联网更加经
济便捷。其次，分析调查对象经常使用的媒体形式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发现，调查对象要么选择互联网，

要么选择杂志，即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１．２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影响力调查比较
在是否信任新媒体这一问题上，有２４％学生对新媒体上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同时对“获取到的信

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谁更具可信度”的调查，也显示传统媒体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研究表明，虽然新

媒体在学生群体中的使用度高，但不少学生对新媒体所发布的信息的可靠性还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传

统媒体在可信度上更有优势。

１．３　使用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情况分析
本课题组采用１３个评分题调查了新媒体对大学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评分值分布在 －２～２的离

散区间中，分别表示：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不清楚，赞同，非常赞同。具体调查结果如下：在新媒体对大

学生群体的消极影响的调查中，图１的结果反映了调查对象对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评分均值为０．２２，
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评分均值为 －０．１２。调查对象认为使用新媒体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轻微消极影
响。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新媒体的使用不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对于学习、娱乐和社交的促

进作用实际上是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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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新媒体的使用对于时间和金钱的消极影响的评分均值为１．１４，远高于对学习的影响。
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新媒体的使用会对时间和金钱造成浪费。如图２所示。

图１　新媒体的使用对大学生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图２　新媒体的使用对时间和金钱的消极影响

另外，认为新媒体信息泛滥、内容低俗的均值评分为 ０２９，对造成人际交往障碍的均值评分为
００３，很少有调查对象认为新媒体会对人际交往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对个人隐私的消极影响评分均值为
０．３９。
１．４　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有效性分析

访谈表明，辅导员虽然利用新媒体与学生交流，但利用率不高，辅导员普遍认为利用新媒体进行思

政教育工作的成效不够理想。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媒体更具有影响力，原因可能是传统媒体可信度较

高，信息发布形式更加正式规范；此外，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大多采用网络形式，网络是一个

“虚拟空间”，既有公共性又有隐匿性，大学生思政教育很多情况下需要辅导员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充分体察学生的感受与想法，但是网络联系一方面不能保证信息的保密性，另一方面仅从文字来体

察学生的感受，不够全面，可能会导致判断的偏差，从而降低新媒体进行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在新媒体思政教育内容结合实际这一问题上，４３．１０％的调查对象认为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仅有
２１．２６％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符合实际的；在实施方式创新性上，大部分人的态度在一般和赞同之间。同
时在访谈中了解到，实施教育工作内容的创新程度普遍不够。

最后，考察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只有２２．１２％的调查对象认为高校新媒体进行思政教育时在技术人
才、资金、网络技术平台等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支持。而在新媒体开展教育工作的外部执行监督方面，

５０８６％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缺乏的，认为不缺乏监督的仅占１７．５３％。由此可见，这些客观因素的不足
也制约高校新媒体思政教育的开展。

２　调研数据统计简要结论
２．１　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使用的主要媒体之一

从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在大学校园中，电视，报刊和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使用率极低，相对地，手机和

互联网的使用率极高，约有９６．９４％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手机作为主要媒体工具。同时由媒体的相关性
分析发现，新媒体已成为大学最主要的媒体工具。新媒体风靡校园，主要是由于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

而言具有高参与性、获得的便利性、成本低廉性的优势。

２．２　新媒体上的信息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潜在影响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新媒体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且主观方面大多赞同新媒体会对自

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影响，但普遍认为影响程度较小。另外，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媒体具有更高可信

度。这些表明，虽然目前新媒体成为校园主流媒体，但由于其可信度低于传统媒体，大学生普遍认为其

影响效力较小。

２．３　大学生对新媒体影响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倾向不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虽然超过５０％的调查对象表示新媒体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种积极或消极影响

并不明显。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尚处于发展阶段，缺少监督机制、信息可信度较低、碎片化使其尚

未得到更深层次的认可，故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获得信息、与外界沟通的方式，但是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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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达到造成明显消极或积极影响的地步。

２．４　新媒体的过度使用会对大学生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统计数据表明，调查对象认为使用新媒体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轻微消极影响，尤其是长时间浏览互联

网会对视力、骨骼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浪费时间和金钱，这表明大学校园中可能存在新媒体的过度使用

问题，大学生很容易形成依赖心理，网络成瘾。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新媒体相关方面的培训和引导，增强

大学生的自我管控能力、避免网络成瘾十分必要。

２．５　新媒体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利用有限
调查表明，大学辅导员普遍有利用新媒体与学生进行交流，但利用率不高。这说明新媒体已得到学

校老师的关注并已经在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发挥作用，但成效有限，主要原因在于新媒体在正式和重大

事务层面上认可度不够。

２．６　新媒体本身的缺陷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且在实施中存在创新不足、说教色彩

严重、对话方式不平等、缺少监督机制等缺陷。但随着对新媒体相关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可以推断，在利

用新媒体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只要社会和学校致力于建设新媒体平台监督机制，不断加大投入、深

入创新、注重实效，实现师生真正的平等对话，新媒体不仅能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更有助于

网络舆论导向的健康发展。

３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３．１　从方法论上看，学校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资源，并注重内容等方面的创新

新媒体时代下，思政教育的方式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高校应该整合力量、利用各类资源［１］，形成

吸引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合力。从内容创新上看，除了发布图片类、文字类信息外，可以开发其他工具作

为思政工作的宣传手段，如视频、小游戏等。比如，媒体节目《罗辑思维》利用新媒体每周发布视频，深

得观众喜爱，该节目视频优酷播放次数已达２亿余次。
３．２　从认同论上看，新媒体思政工作应激发大学生的思想、情感共鸣

人是社会的属性，每一个个体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逐渐找到属于自身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当前

大学生的思想成长过程离不开各自所属的校园团体，如新生的 ＱＱ群，各地区的同学会，毕业生的就业
交流社区。认同是基于共同拥有的个人属性而产生的，如价值观和兴趣爱好、需求等，因此，对存在不同

认同观的大学生群体，需要采取不同的思政教育方法。例如，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高校可通过新媒

体平台发布就业信息，引导大学生到国家建设需要的领域去；利用不同群体的认同感不同，制作不同的

新媒体信息，容易引起大学生们的认同，思政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地起到激发大学生的思想、情感共鸣

作用。

３．３　从主体论上看，需要充分调动学校、政府、社会、学生等各方面的积极性
思政工作的推进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力量需要借助于外部才能发

挥。因而，如何利用新媒体这一工具，需要各方面共同合作。高校应积极探索移动终端与思政的高度契

合，构建思政工作的新平台，提升工作效率［２］；提高思政工作教育者的媒体素养，提升工作水平；完善渠

道建设，强化对校内各类新媒体平台的监督与引导。政府应提升自身新媒体应用技术与认识；为高校的

新媒体建设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加强对高校新媒体的监督，保证其工作的有效性、合法性。社会主体

应利用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为高校新媒体工作的推进提供人才培养渠道，给予人力、资金等帮助。学生

干部应主动担当学生意见领袖，引领校园新媒体内容，产生“辐射效应”［３］；学生应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

新媒体组织的活动，提升对于新媒体信息的吸收与甄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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