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４年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４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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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微时代”的生力军，其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思想发展等时刻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微
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只有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趋利避害，通过培养教师

队伍、搭建交流平台、加大教育力度、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才能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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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是 ２１世纪中国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在其带动
下，微新闻、微电影、微语录、微公益、微生活等日渐兴起，

中国俨然已进入“微时代”。微博因其方便的关注、转发

方式，快捷、及时的互动以及自由、宽松的氛围，已成为年

轻群体的首选。在众多网民数量中，大学生网民占比近

３０％，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已经成为“微时代”的生力军。
“微时代”的到来，极大改变了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方式、行

为习惯、学习方法以及思想观念。在当前形势下，思想政

治教育者如果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办法，

调整和改变以往相对简单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思想政治

教育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因此，在“微时代”背景下，

如何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机遇，找到新途径，采取新办

法，适应新环境，取得思想教育的新成效，是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１　“微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

１．１　机遇
１．１．１　丰富了思想教育的内容，创新了思想教育的形式

目前，高校主要依靠教师，通过传统的“两课”辅之以

学校组织的各种主题报告会、宣讲会、党团活动、学生活

动等各种校园活动来完成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其

教育内容相对固定，形式相对简单，已经很难调动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在“微时代”环境下，信息传

播越来越快，信息获取也越来越容易，人们依靠科学技术

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方便快捷的获取到各种信息和

资源。教师可以在海量的信息中，结合学生特点和教学

目的，选取学生关注度高的内容，采用学生喜欢的方式，

运用到课堂教学和学生活动当中，这样既满足了学生追

新追热的心理，又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容易取

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１．１．２　拓宽了思想教育的渠道，扩大了思想教育的效果
以往以课堂教学和活动讲座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往往离不开课堂和会场两个固定的场所，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受众人数，制约了教育活动的效果。在“微时

代”环境下，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已经不再固定在某

一特定的场所，不再限制于物理空间中的面对面的交流。

教师和学生可以借助电脑或者手机等信息接收终端，不

限时间、不限地点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发表自己

的观点和意见，通过微博等平台，师生之间可以随时互

动。大学生可以借助论坛等平台，就社会热点问题、国际

新形势等开展讨论，教师通过微博等参与其中，既可以了

解学生的观点，又可以通过发帖、回贴、转贴等形式，对学

生的言论与思想进行引导。

１．１．３　整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降低了思想政治教
育的成本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在以往的教育中，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因囿于物理空间的

阻隔，往往显得滞后或缺失。在“微时代”环境下，家长通

过关注微博，可以与学校、教师和学生形成及时互动，了

解学校、教师的教育工作和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意见，和学校一起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监督

引导。同时，学生通过关注名人、名企的官方微博，参与

社会微公益等活动，接受到积极的社会正能量熏陶。在

“微时代”条件下，只有学校、家长、社会各方积极运用微

媒体，参与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齐心合力做好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引导学生

积极健康地发展。

１．２　挑战
１．２．１　“微时代”便捷的海量信息，挑战了高校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的权威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主要依靠教师课堂教

学和学生活动等，将筛选好的教学内容、计划好的活动形

式等集中、定时、高密度的传达给学生。教师和学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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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者和教育者，有着较高的权威性，学生作为信息的接

受者，被动地接受教师和学校传达的信息，信息呈单向度

传播，容易被学生接受并认可，易于达到预期的教育效

果。在“微时代”环境下，学生可以凭借手机和电脑等，不

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获取网上的海量信息，很多时候，教师

所讲的内容学生早已熟悉，已经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加之

年轻一代对新事物的热情往往大于其他人群，往往出现

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还无法回答，大学生谈论的社会新

事件教师却还一无所知。这种现像必然造成思政工作者

在教育过程中的被动与尴尬，教师和学校教育的权威就

逐渐被消解。

１．２．２　“微时代”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加大了高校传统思
想教育的难度

有人说，“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特别是“微时代”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自己

的微博参与论坛等，自由地发表信息。由于缺乏有力的

监管，各类信息真假难辨，良莠不齐，充斥于网络，势必造

成不良信息的误导，有些信息甚至与教师所传达的信息

截然不同，特别是大量含有色情、暴力等与社会所弘扬的

主旋律背道而驰的信息，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而处于

青春后期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上仍未成熟，还没有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充斥于网络上虚实难辨的

消息缺乏正确的判断，有些学生甚至会因为好奇而盲目

跟风，不假思索地转发或者发布低俗信息。很多学生每

天花大量的时间流连于各个网站，甚至比与同学教师交

流的时间还要多，如果与网络上不健康的思想和文化接

触久了，势必会被这些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影响，给其思想

带来冲击，侵蚀其心灵，动摇其信仰，使他们偏离社会主

义主流价值体系，进而导致思混乱，产生迷茫心理和认知

偏差。

１．２．３　“微时代”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给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微时代”环境下，学生借助手机就可以便捷地获取

科学知识、生活常识以及最新资讯，遇到问题时，学生们

最先想到的是上网查询资料，直接引用网上的知识或者

他人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喜欢独立思考问题的同学越来

越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时下，大学生越来越热

衷于简单的阅读和随意的表达，能静心细细品读一本厚

重、有品味书籍的同学越来越少，能运用严密的逻辑、严

谨的文字，系统而完整地表述的同学也越来越少，学生的

思维和表达习惯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年轻一代的文化心

理越来越呈现浮躁的现象。“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的

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很多同学在网络上可以通过微

信息、微博等平台，与朋友，亲人甚至不认识的人很好的

互动交流，甚至有很多同学借网络这个虚拟平台，把平时

积压在内心的不与人言的情绪、情感等向陌生人倾诉，这

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人际需求，又在一定程

度上对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造成了影响，很多

大学生在网上可以滔滔不绝，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教师和

同学的交流却少之又少。遇到问题时不会主动向身边的

人寻求帮助，从而造成现实的人际关系紧张，甚至于产生

心理问题。

２　“微时代”背景下如何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
“微时代”的出现，既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

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结

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利用好新媒体，开展好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功

的关键。

２．１　培养教师队伍
要在新环境下开展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校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教育的新形势，组织一支专

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结合当前新媒介特点，对他们进

行专门的技能培训，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充分地

利用这些微媒介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每一个教

师都能熟练地开通微博、写微博、发微博，对自己的微博

进行管理和维护，能够利用这些新媒体与大学生积极、友

好地互动，通过这些媒介平台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

学生的成长困惑，主动为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健康

成长。

２．２　搭建交流平台
“微时代”下，学校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搭建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新平台。首先，学校、学院、各系学生管理机

构都应该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并让学生积极关注这些

微博，以此为平台，发布工作信息，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

公信力。其次，主要承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

员以及思政课教师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微博和 ＱＱ等来与
学生交流、互动，关注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答疑解惑，扩大

师生交流的范围，拓展师生交流的深度。再次，学校要积

极宣传各级各类先进典型人物的微博和主页，通过这些

媒体，将他们的典型事迹在学生中宣传，扩大他们的正能

量引导效力。第四，学校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也可以通

过学校的官方微博进行宣传和发动，将传统的教育内容

与教育形式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扩大影

响力。

２．３　加大教育力度
“微时代”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

的言论，因此，加强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

要。网络媒介素养是指公众对各种网络媒介信息的解读

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网络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

展所用的能力［１］。应通过各种方式、采取各种措施提高

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在

新媒体时代“学会生存”。一是在要在高校教育中加入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并将其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围，

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加强网络思想政

治工作中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二是通过组织开展对网上

热点、焦点新闻事件的讨论等活动，引导学生在与网络接

触的过程中进行自觉内省与领悟，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

律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三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方

式，邀请资深网络传媒人士走进校园与大学生开展面对

面交流，提高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认识。

２．４　加强监督管理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进驻并时刻关注各官方

微博和网络平台里的学生言论，加强引导教育，及时对一

些不实传言进行辟谣，对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的言论进

行驳斥和删除，并指导学生干部进行跟帖与抵制，营造良

好的网络舆论氛围，占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制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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