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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冲击与应对 ①

邵璀菊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作为自媒体的新宠儿，微信以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受到广大青年大学生的青睐。伴随校园“微浪潮”的兴起，给
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诸多冲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必须以树立微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提升思政教育

者的微素养和微能力为根本，以构建微体系为着力点，将微信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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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自２０１１年１月诞生至现在，在短短两年多的时

间，用户数已迅速突破４亿。根据腾讯官方公布的信息，微

信用户从职业分布来看，大学生占了６４％。微信以其丰富

的信息资源和独特的功能优势，深受大学生网民的普遍青

睐，掀起了校园“微浪潮”。这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信息交

流、互动学习、宣泄情感的新域所，同时也对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如何面对微信的冲击并利用

微信传播工具实施核心价值观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　微信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冲击
（一）微信传播的去中心化和裂变性，削弱大学生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主控度和权威度

在高校，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堂教学为主，辅以主题班会、党课、讲座、社会实践等方

式，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集中、持续、单向、

高强度的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和引导。在传统的教育过程

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总是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内容信

息，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和信息的控制权。然而，微信等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封闭线性的承载模

式，大学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受众者，而成为了主动的信

息传播者和制造者。每一个人都是信息中心，可以随时随

地随意发布、接收、交流、传播各种信息，信息矩阵式的裂

变传播使其速度和数量以几何倍数的方式迅速攀升，远远

超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者的掌控范围，有些信息内容

甚至与教育者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截然相反［１］，使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原有的权威性和中心地位受到了极大

挑战。加上现在的在校大学生为９０后的新生代，他们思维

活跃，猎奇心、叛逆性强，微信恰好契合了他们崇尚自我、

张扬个性的需求，使他们更热衷在微信中表达自己的思

想，而不愿意顺从或被动接受自上而下高压式的教育主

导；往往更倾向于相信和接收微信上传播的信息，而质疑、

反感甚至抵触教育者的简单说教。于是，呈现出教育者积

极引导与受教育者消极应付的窘困，使大学生的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效力大打折扣。

（二）微信内容的繁杂性和共享性，降低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实效度和影响度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度是指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现实功效和期望功效的吻合程度，亦即核心价值观被

大学生认同、接受和内化的程度。它是高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命脉。微信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

取向、生活方式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一方面，微信的零门槛、密集化、随意

化、私人化而又“信息过滤网”缺失，使各种社会思潮和价

值观念无障碍性地大量涌入，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

成阶段的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造成很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

上引发他们价值观的“西化”“、淡化”、“俗化”等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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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一些弥

散在微信中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各种反社

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人类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言论，乃

至于肆意夸大宣传、充满诋毁的不实报道，难免受到社会

阅历不深、判断甄别能力有限而又喜欢追求刺激的大学生

的盲目关注或追随，激起他们对改革、对政府、对社会的不

满，诱发他们的认知偏差和价值偏离，从而导致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度、信任度和认同感不同程度地的降

低和削减，甚至对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和动摇而误入歧途。

（三）微信信息的碎片化和即时性，冲破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时空限度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以集中时间、地点的课堂教育

为主渠道，受时空的制约，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有限。相比之下，微信构建了一个集邮件、短信、手机、微

博、ＩＭ等应用于一身的个性化立体式通讯服务平台，无论

何时何地，有何感想，一条简单的免费语音视频信息即可

让彼此联系更频繁、更亲近。大学生只需轻轻一摇，便能

实现人际间的即时通信、语音留言、信息传播，微信的 ＬＢＳ

让方圆千米之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

学生群体聚集起来、互动起来，不再有空间距离感。大学

生可以随时随地随事进行思想交流探讨，时间化为破碎

的、间断的“永恒当下”，延伸和扩展了各种意识形态信息

的辐射和传播，使大学生无论在课间、教室、餐厅、寝室，还

是乘车、行走在路上，无时无处不在受到各种纷繁复杂信

息的熏陶和影响。微信产生的这种超时空效应对主要靠

课堂反复灌输发挥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无疑是一个严

峻挑战。

二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对策略
微信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

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高校应适应时代的变化，积极探索和创新，化挑战为机遇。

（一）以树立微教育理念为先导，重视微信在核心价值

观教育中的传播功能

微信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据大学生这一主

流群体，对他们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果核心价值观教育仍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方式、简单的说教形式，

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会苍白无力，而且还会失去自身所具

有的生命活力。因此，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破除陈旧观念

和思维定势的束缚，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创新教育理

念，是抓好微信新媒体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前提。

１．确立尊重为本的理念，改变传统说教形象

现代教育思维方式倡导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感情。微

信传播的开放、便捷，要求教育者要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

以时代眼光看待大学生信息需求和微信诉求，善于利用现

代传媒进行耐心细致的引导工作，密切关注和研究微信发

展的新动向，切实让微信成为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心

电图”、沟通交流情感的“贴心桥”、反馈意见建议的“直通

车”。

２．确立积极占领理念，掌握主导权

面对大学生“无人不微”的现实，我们要积极作为，改

进教育方式方法，少封堵、多疏导，少灌输、多交流，积极利

用微信使其成为工作的新平台和新载体，抢占思想政治教

育和主流价值形态的制高点，坚持用健康、积极、高尚的主

流文化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巩

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

３．确立开放共享理念，增强“微时代”意识

信息开放、资源共享是“微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谋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效能必须建立民主平等、和谐互动的

新型师生关系。既要善于运用微信在与学生平等交流、良

性互动中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绪波动，适时引导，又

要借助丰富多彩的画面、生动鲜活的语言创设微信教育情

境，吸引学生的“眼球”，增强教育者富有亲和力和感召力

的话语主导权，积极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向纵

深发展。

（二）以提升思政教育者的微素养和微能力为关键，强

化教育者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微信的兴起及广泛普及，对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不仅要了解微信功能，熟练运用微信，而且要积极

探索在微信环境下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

径，充分运用微信媒体提高思政教育者的信息传播主导权

和话语权。

１．提升思政教育者的微信应用能力

和学生相比，思政教育者对微信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明

显不足，尤其是年长的思政教育者没有开通或者即使开通

微信也不会很好使用，不能与学生的思想发展保持同步。

针对此情况，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训和专题学习，

使他们了解微信的特性、功能及其传播优势，全面掌握驾

驭微信的本领和能力，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

２．提升思政教育者“见微知著”的能力

善于从学生微信碎片化的语言信息中，及时捕捉、分

析和判断可能存在和会出现的问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

预见性和前瞻性［２］，及早作出透彻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解

释，让学生在被尊重、被关心中化解心结，在启迪中认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立场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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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信息鉴别力

微信的信息传播呈核裂变式的逐级递增，很容易给流

言、传言、谣言和谎言留下传播空间。思政教育者对微信

中真假信息要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辨别力，并能及时对不

良信息进行有力回击，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明辨真伪，

阻止微信中垃圾信息的扩散。

（三）以构建微体系为重点，扩大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效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进入“微世界”，微博、微信已

处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前沿，创建微信体系势在

必行。

１．建立大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微信

思想政治课教师精挑细选的教学内容已经不能满足

微信新媒体下大学生对信息的需求，有的教育者所接收的

信息比学生的还少还迟，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弱化了教育

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微信的即时性、

互动性的特点，将微信教学与传统的思政教学结合起来，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例如，在上课前，教师可以把相关的

热点新闻、热点话题预先发布到微信上，鼓励学生发表自

己的看法与观点，并与学生及时互动交流，适当地将正面

的红色信息、社会时事、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贯穿其中，评

析学生偏激的言论，形成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微信教学的

模式，切实提高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和引导力。思政

课教师还应将媒体素养教育渗透到思政课教学中，帮助大

学生树立正确使用媒体观念，提高其辨别信息真伪的能

力，最终养成自觉遵守媒体道德与法律规范，善用媒体资

源的好习惯。

２．建立学校、学院（系）、专业、年级、班级、支部、社团

等微信互动平台

鼓励辅导员、班主任、思政教师通过微信与大学生进

行良性互动，把握学生的微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引导，从而避免学生可

能出现的思想偏差和错误的人生价值观［３］。同时在发生

校园突发事件或产生虚假传言等紧急事件时，可以利用微

信及时发布信息，让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事实真相，遏

制谣言传播，消解学生群体中的内心不满和泄愤的消极情

绪，加大学生对学校及国家相关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３．建立网上引导与网下教育联动机制

借助微信的ＬＢＳ、语音对讲、随拍随传等功能优势，创

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手段，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

育方式方法的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和多样化。充分利

用微信的“群聊”功能，实施朋辈教育。设计一些大学生普

遍关注的主题，邀请知名校友、校园达人等开通微信与学

生互动，用学生身边的榜样感染学生，用学生身边的事例

教育学生，用学生的语言引导学生，帮助他们树立自豪感

和责任感［４］。同时还要深化网下教育。网上教育不能完

全取代网下师生之间的现实交流。在使用微信等新媒体

技术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必须重视在网下与学生面对

面的情感交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坚持“虚拟”与

“现实”的有机结合，形成网上网下合力，提升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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