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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博客在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现状 ①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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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型博客的发展与普及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以及认知水平。从微博特征、用户构成与使用
情况、高校教育应对措施三个方面对微博给高校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进行探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对完善高

等教育学科体系，引导、促进大学生积极思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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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在２１世纪呈现爆炸式增长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广为人知。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
２０１４年底，微博月均活跃用户数为１．７５７亿，平均日活跃用户数为８０６０万，每日微博发送量超过１亿
条。以微型博客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正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以及信息获取方式。高等教育一个基本目标

就是要使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工作会遇到怎样的冲击和挑战呢。

１　微博的定义与特征
“微博”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定义是：“微型博客的简称。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４０个，可以通过

手机、网络更新内容。”［１］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ＥｖａｎＷｉ１１ｉａｍｓ）将其定位为一种服务，
能让你与朋友、家人和同事随时随地并且快速保持紧密的联系与交流［２］。微博也被视为集信息即时发

布、交流、传播于一体的新兴网络应用平台。使用者基于这个平台通过手机、网页等各种终端，随时发

布、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３］。

微博为用户提供的服务实现了４Ａ（Ａｎｙｏｎｅ、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
点能够发布并获取任何内容。微博的这一特征使信息的发布与接收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拓展，具备了

媒体功能、自我展示功能以及交流沟通功能［４］。在语言内容、操作方式以及交流互动上，比其他社交网

络更具优势。同时，由于受到字数限制，微博语言往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２　大学生微博使用情况分析
微博的发展除了微博形式的自动力外，还来自微博用户的拉动力和微博社会功能的主动力。微博

用户积极参与的主要原因在于自我记录和表达、公共信息获取、接近名人及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得到满

足［５］。与其他用户相比，当代大学生使用微博的行为和动机有着自身特点。

４５％的大学生每周登陆微博７次以上，３９％的大学生每天使用微博超过１个小时，个人状态的随时
记录、写作简单、快速传播以及消遣娱乐成为大学生使用微博的重要原因［６］。只要上网就会登陆微博

的学生占５６％，每天多次更新微博的占到９２％，８３％的学生是记录个人生活状态和心情，７９％的学生为
了了解明星、知名人士的动态和想法［７］。对上海４所大学调查后发现，２８％的学生每天登录微博一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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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７２％的学生使用微博在３０分钟以内，４８％的学生使用微博的目的是获取资讯，而浏览他人信息动态
的占到６０％［８］。对我国近１０所高校研究生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８２％的研究生经常使用微博并
且认为微博为他们提供了必要支持，３７％的研究生认为从微博提供的资讯中有所收获［９］。

从上述分析可知，大学生使用微博具有普遍化、随时化以及个性化的特点。普遍化使大学生在短时

间内迅速接收和发布信息，针对同一主题或事件汇聚成海量信息流，营造出一系列的舆论声势；随时化

将这种声势进一步扩大，影响事态的走向和发展；个性化满足了大学生个性表达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

多种参与机会，使其成为表达主体，并由此出现了价值多元化甚至新型网络校园文化等现象。

３　高等教育应对策略分析
面对微型博客带给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的影响，高等教育工作者展开了系列研究。针对推特的特

点，冀彭飞、江玲创建了一个基于推特的，由前端分析、信息处理、预期及执行控制、评价反馈四个模块构

成的移动学习模式［１０］。从网络社区的角度，郁晓华、祝智庭将微博社会分为独立网络社区、多结点联结

的网络社区及其单结点联结的多网络社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三种微博社会网络的教育应用模

式———聚焦模式、关联模式与发散模式［１１］。国外学者 ＰｅｔｅｒＴｉｅｒｎａｎ把推特运用到实际课程教学中，表
明学生课堂参与度明显提高，１４０字的字数限制并未妨碍师生互动［１２］。

除了探讨微型博客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如何将其应用在专业学科领域也成为研

究重点。张艳琼构建出“教师—微博管理员—学习者”的信息链，通过在传统授课过程中发布微博话

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使用微博对学生进行网络分组及指导课外实践，培养了学生们的团队协作精

神［１３］。教师也可以班级为单位，借助微博在课前把与下节课有关的知识链接发给学生，让他们做好预

习，并通过微博与老师沟通。课上，根据学生的课前反馈对相应知识点重点讲解。课后，师生通过微博

进一步互动，交流课堂感受以及遇到的问题［１４］。国外学者 Ｆｏｘ与 Ｖａｒａｄａｒａｊａｎ的研究发现，８０％的参与
者认为将推特引入传统课程教学有助于提高自身参与度，增强团队协作意识。而７１％的人则认为推特
带来的碎片化阅读分散了注意力，减弱了传统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干扰［１５］。

微型博客等社交网络的发展同样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机

遇。微博的兴起冲击了传统媒体的工作效能，海量信息挑战着用户的辨识能力，微博平台的开放性与不

确定性增加了信息管控的难度，微博带来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与复杂化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带来挑战

和机遇［１６］。微博带来的难题与机遇表现在：一方面，微博给大学生提供了认识世界并进行交流互动的

平台；另一方面，微博信息良莠不齐，谣言、负面信息容易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微博的便捷性等特点也

使一些学生容易沉迷虚拟世界，影响课堂学习效果以及正常的人际交往［１７］。

面对以微型博客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的兴起，高等教育界从教育模式的转变、专业教学方式的创新以

及高校学生的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跟踪与分析。对转变高等教育模式来说，微博有助于师生间及时互

动，扩展移动学习，建立师生间、生生间的网络社区，促进数字化教学发展；对创新专业课程教学体系来

说，微博有助于创建第二课堂，搭建新型教学应用平台，增强教学效果以及针对性，扩大教学信息资源的

整合、共享、传播以及有效利用；对高校学生管理来说，微博有助于针对大学生思想进行渐进式的有效引

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媒体环境，

充分发挥时代主旋律的作用。

４　结语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的相关研究在高等教育界发展迅速，已初具规模，具体表现在：研究内容

上不断扩展，从微博在高等教育中的一般性探讨逐步发展为专业学科、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层面；研究

方法上不断创新，从社交网络的教育理论分析、模型创建转变为专业教学案例分析、具体应用，但在以下

三个方面仍需加强：

第一，教育理念需要不断创新。微型博客等社交网络的兴起，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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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传统教育中的“填鸭式”教育得以改变。在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时，学生不再只依靠教师面对面的

讲授，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教师和课本的依赖。高等教育工作者在这个过程

中也面临着教师权威不断下降的危机，面临着从以往的施教者向学习者、受教者的转变，向为学生提供

正确有效引导、助其成长的好帮手的转变。

第二，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需要不断提高。面对日益繁荣的社交网络，教育工作者只有加强理论学

习，掌握网络技术，运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进行网络实践，才能扩展新型教育模式，实现教育的实

效性。在教学理念上，应树立开放平等、兼容并包的教育思路，构建师生共同成长学习模式；教学方法

上，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开拓教学新途径，从传统的说服式教学向情景陶冶式、案例式教学转变；教学

内容上，应整合传统教学资源，融文字、视频、图像、动画多种形式为一体，运用恰当的网络话语在传播知

识的同时，传播正能量，构筑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第三，教育制度建设需要不断完善。面对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高等院校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网络技

术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激活第二课堂、空中课堂、网络课堂，充分利用党校、培训基地等多种途径针对学

生骨干、辅导员、教师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师生网络技术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另一方面，要成立专门的

网络建设领导小组，加强网络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吸收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组成“联动协调中心”，监

督网络舆情信息，出台“网络平台管理办法”“网络平台实施细则”“校园网络危机处置办法”等相关文

件，规范校园网络行为，强化网络引导，为校园网络体系的建设、管理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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