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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具有信息发布门槛低、信息传播方式呈裂变性、信息传播形态呈多样性、信息传播主体呈自主性等特
点。有效利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通过组建微博群以夯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根据微博不同的

特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特定的研究，并通过与其他新媒体的有效链接来进行信息的分享。同时，建立长效机制

是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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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是一个信息分享与传播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电脑及手机客户端来构建自己的交流社区，可通过发布

文字（１４０字符以内）、图片、视频等多途径以达到信息的
分享与传播。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上半年发布的

《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的微博用户数量已增至３．３１亿，较
２０１２年底相比，激增了２２１６万用户，增幅为７．２％。使
用微博的网民百分率增长至５６．０％，与２０１２年底相比增
加了１．３个百分点，成为大学生最喜欢的应用软件。因
此，有效利用微博对于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则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１　微博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微博具有信息发布门槛低、信息传播方式的裂变性、

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信息传播主体的自主性等特

点，这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条件。

１．１　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微博信息发布门槛低，是指运用微博发布信息的操

作简单，不受技术的困扰。作为“平民媒体”，微博以其简

单性、大众性、开放性特征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与传统

媒介信息发布的高门槛相比，微博以其“零门槛”、“草根

民主”著称［１］。在微博平台上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观点，

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微博信息发布门槛低是因为微博用

户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客户端进行登录，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无线网络浏览微博主页上的新闻和信息，

并转发、分享与评论信息。微博信息发布门槛低则有利

于思政工作者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只需通过

简单的操作便可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对学生进行关注，辅

导员可以通过浏览学生的微博来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

态，有针对性地利用网络热点新闻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便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了。例

如“长江学子”在危机时刻不怕牺牲、挺身而出的感人事

迹，运用启发、感染的教育方式引导大学生的行为，从而

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规范大学生的品行、有利于

大学生塑造大学生的人格魅力，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的［５］。

１．２　微博传播方式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微博信息传播方式的裂变性是指微博上的信息通过

用户转发、评论、再转发、再评论如此循环的方式，使得信

息的传播呈现出裂变式的特点。这样，微博信息传播方

式的裂变性特点为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带来了很大的

优势，对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微博转发、评

论、再转发、再评论来引起大学生的广泛关注。因此，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微博上推荐一些积极向上的音

像作品与视频片段，例如关于“韶山精神”，大学生普遍认

为是指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代名词。但“韶山精神”

实质上是指的一种宏观的革命精神，代表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微博的传播平台下，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微博信息传播的裂变性特点，对“韶

山精神”的实质内涵进行转发与再转发的方式在大学生

当中进行教育，让大学生向老一辈革命者们学习他们那

种无私奉献与坚定信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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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微博多样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微博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性是指信息传播方式不仅

以单一的文字形式发布外，而且还可通过图片、音频、视

频等多种形式对信息进行分享与传播。微博信息传播形

态的多样性可以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得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不再是枯燥的文字

教育，可以通过观看视频，语音，图片如此动、静结合的形

式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比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两课”和谈心的灌输教育方式更具趣味性，更能被大

学生所接受，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对大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相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的说教形式，通过微博这样多形态的信息传播方式更能

被学生所接受，例如建党９０周年献礼大剧《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在央视火热放映，该电视剧反映的是以钱学森、

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爱国科学家对祖国的赤子之

心，毅然回国报效祖国，这就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素

材。可以通过微博平台，贴上链接视频地址，组织学生观

看影片，并让大学生们都纷纷发表自己的观后感。这样

就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大学生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使大学生们从生活中加强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集

体主义教育。

１．４　微博自主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所谓微博信息传播主体的自主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和大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能力或特性自

主发布和获取信息，并根据自身需求集中搜集特定的信

息。虽然网络给广大大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自主选择的

平台，但也使生活中充满着矛盾与选择，人只有在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中借助自己自主的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发

展［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微博搜集大学生感

兴趣的话题，并有选择的在微博平台下与大学生进行互

动与讨论，达到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都能发挥其自主性，

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真正走进大学生生活中去，倾听

他们的心声，在亲切轻松的氛围中讨论学生关注的热点

问题，达成共识［３］。例如，大学生热议的献血模范郭明

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可以抓住大学生的兴趣所向，

针对郭明义的先进事迹来开展相应的话题引起大学生们

的思考，使郭明义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并组织相应的

献血活动，从而渐渐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感。

这就把教育方式融入到网络媒体之中，融入到大学生生

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融入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之中去了，增添教育的说服力。

２　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利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

组建微博群以夯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根据微博

不同的特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特定的研究，并

通过与其他新媒体的有效链接来进行信息的分享，并通

过与其它的媒体进行链接形成信息分享圈。

２．１　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博群
微博群是对朋友进行分类以更方便的进行交流。微

群能够将感兴趣的话题聚拢在微群里面，使自己找到具

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以便更好地进行交流。微群在

线聊天功能有利于增强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互动

交流，并利用文件的共享功能形成资源共享圈。

随着手机新软件的开发，思政工作者也应当顺应技

术发展带来的便利，通过微博平台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注册一个微博账

号，开通独具特色的微博与微博群，通过关注学生来了解

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走进大学生群体的生活中去，在生活

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大到创建学校的、

院系的，小到创建一个以班级为单位的微博群，通过微群

的功能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大学生们有可以通

过教育工作者的微博及微博群获得相关信息，与思政教

育工作者展开良好的互动，得到及时有效的解答。同学

们更可以通过微博这一网络平台针对某一问题或现象开

展讨论，这样可以促进学生思考的能力以及对问题全面

分析的能力。

２．２　运用微博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鉴于上述的分析，微博的特征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此，要利用好微博，在微博

平台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据微博传播方式的

互动性特征进行主题讨论法。例如，对大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光给学生传递爱国主义的抽象内容是不够的，

学生并不能深刻的感受到爱国主义精神，并不能理解到

底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爱国。因此，针对该主题内容，思政

工作者应该利用微博传播信息方式多样性特征，通过生

动的例子让学生从情感上了解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与

学生开展互动交流讨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到爱

国。比如，在微博平台上粘贴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的链接地址，组织学生观看视频，学习以“钱学森”为

代表的爱国科学家们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们将献身祖

国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奉献精神。这不仅创新了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更能让学生们从情感上体会到爱国

主义的深刻内涵，相比传统的说教方式增添了教育过程

的趣味性，更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２．３　实现微博与其他媒体的有效连接
由于微博信息发布只能控制在１４０字左右，对于信息

量大的内容传播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该利

用好微博与其它超媒体链接来实现信息的分享与传播。

通过与微博平台的合作，在微博首页两侧发布一些热点

新闻、学习资料的网络地址链接，从而达到信息、知识的

共享。针对热门话题发起讨论，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

与其中，培养其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学习政治理论

的自觉性［４］。

多家网站与微博已进行了相关合作的平台，主要分

为三个方面：内容类包括新闻、资讯、音乐、视频等内容分

享到微博；应用类体现在由开发者基于微博开放平台自

由开发的小应用；终端厂商是基于终端设备的微博应用。

比如，把各大网站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网站与微

博连接起来，可以通过把搜狐、新浪、腾讯、凤凰各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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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新闻与微博链接起来。如此的合作平台就可以将动

态信息及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自动同步，便可以及时的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网络

生活中去，随时随地能接触到时事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

的任何信息。

３　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
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

程，事关网络平台，教育主体，教育信息资源等各方面。

因此，建立起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

机制十分必要。

３．１　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机制
主导机制是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

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就好比一个乐队需要一名指挥家，才

能演奏出美妙的音色。因此，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就必须要以高校宣传部为主导，校团委、学生

会为辅助后备军，通过宣传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对校

团委、学生会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利用微博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就需宣传部向各学院师生宣传微博

的作用，动员辅导员、老师注册微博账号，鼓励他们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良好的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微博环境。校团委、学生会也可以通过

开通微博，关注自身服务的对象，运用幽默的话语打动学

生，做到“以生为本”。在微博平台上可以撰写与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相关的文章，通过分享到自己的页面的方式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另外，思政工作者还应该多

关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针对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使得空洞无味的教育内容更贴近学生生活，

更好的达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３．２　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机制
培训机制是培养一批拥有专业的、素质较高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工作运行机制。队伍建设是

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应用，微博越来越成为大学生闲暇生活方式之

一，养成了每日必刷微博的习惯，他们通过微博分享与转

发有意思、有意义的消息，用１４０字左右的文字、或以图片
的方式来发表一天的感慨，遇到好玩的事就现场拍摄记

录下来，再分享到微博平台与大家分享等等。如果教师

没有使用微博，就没法理解学生会如此喜欢使用微博，自

然也远离了学生的真实生活，远离学生们的真实思想状

态［６］。许多高校正是缺乏一些懂得应用先进软件的人

才，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得到有效地开展。

因此，高校应选拔一批优秀的师资队伍，对其进行手机软

件的培训，其内容主要包括过硬的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

品行、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身心状态。让他们以微

博为平台，可以一起研究先进的教育理念、探讨工作中的

疑难点、分享工作中的收获，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整体战斗力，发挥团队效应，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对大学

生进行思政政治教育的引导。

３．３　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管机制
监管机制是思政工作者对于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并

极易侵蚀学生的思想、误导学生的行为的信息进行监管

的工作运行机制。微博是一个虚拟空间，其具有无中心

化、信息量化、匿名化等特点，因而对微博信息的管控存

在相当大的难度［７］，大学生是一群充满朝气的群体，其思

想活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对于一些信息的辨别力不

高。网络文化是多样的、复杂的，极易对大学生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必须对大学生

使用微博进行有效的监管。针对微博不同于以往互联网

应用系统的新的信息传播特点，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信

息监控制度和监控手段应对。与“校园微博群”有关的微

博中出现的信息转发及评论必须做到实时的监控，对各

类异常信息及时采取积极引导转化或严肃处理批评的措

施，让谣言扼杀于摇篮之中，引导大学生用正确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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