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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不仅是传播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取得新突

破以及在实践中提高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趋势。笔者分析了传播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现状，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把关人”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内容和途径以及大学生受众等几个要素提出传播学理论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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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意义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
科学”。随着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学
正在成为占据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础地位的学科。
传播学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吸纳力，它
的发展将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综合与渗透，进
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从传播学
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表达形式、运用手段与大
众传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可以说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种特定的信息传播。而另一方面，由
于大众传播本身具有宣传教育功能，所以也决定了
其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手段方法。传播
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种密
切联系不仅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有着共
同的学术渊源、相似的学科范畴，而且在构成要素、
功能和效果、方式和手段、思想和观念等研究内容和
方法上也都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

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网络与新媒体技术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是困扰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问
题。中共中央 16 号文件正式提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一概念，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
点之一，而传播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了模式和方法支持。对传播

学研究成果的有效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关注的
重大课题。因此，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引入到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
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体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到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不仅适应传播学发展的需
要，更是信息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研究取得新突破的必然选择，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二、传播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
用现状

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强调“思想政治教
育”，甚至否定“宣传”的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停
止事实上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宣传的脚步，并且
取得了他们期望中的结果。在我国，把传播学的理
论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才
刚刚起步，有些学者已经在这一研究中做了一些有
益的研究和尝试。当前我国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众传播媒
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 利用
大众传媒的积极影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把大众传
媒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是思想政治
教育和传播学比较研究的一个结合点; 对大众传播
媒介带给思想政治教育负面影响的关注以及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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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
挑战及对策。二是用传播学理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主要是借鉴传播过程的模式理论进行研究。
三是运用传播学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效果进行
审视，探讨运用“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
“受众理论”等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可
行性，这也是运用传播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
个重要方面。

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成果来看，传播学中的许多范
畴、理论和模式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都没有得
到很好的运用和借鉴，研究结论缺乏现实性和操作
性，很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 目
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交叉学科范式尚在形成中，传
播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已得到广泛关注，将传播学的语
汇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话语系统，用传播学的理论
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增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必然趋势。［1］

三、传播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
用策略

1．从传播学“把关人”理论审视高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
“把关人”理论是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之一，是

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卢因提出
的。通俗地说，“把关人”理论指的是在大众传播的过
程中，负责搜集、过滤、处理、传播信息的传播者被称
之为“把关人”。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只有符合群体
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
道。［2］传播学认为“把关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存在“把关人”的把关行为，“把
关人”理论不仅仅适用于新闻传播过程，还适用于其
它任何信息的系统运行。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
中高校辅导员就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信息铺天
盖地，传播内容丰富、速度惊人，高校辅导员处在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的选择、加工、传播前端，这对
高校辅导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鲜明的时代要求。首
先高校辅导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丰富系
统的知识结构，熟练使用新媒体技术的业务能力。
这就要求高校首先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培训，
加强传播能力的培养，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媒介素养。
在辅导员队伍中普及新媒体基础知识，真正增强他
们对新媒体技术的驾驭和操作能力，并在实践中应
用新媒体技术，通过飞信、QQ 群、网络博客等开展
工作，为学生开展政治理论信息提供、交流互动等基
础性工作。其次要强化辅导员队伍的创新能力。在
信息的收集和传播过程中，作为“把关人”的高校辅
导员必须在实践中敏锐地捕捉高等教育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突破思维定式，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从
大量的常规信息中找出难点，发现热点、亮点，从不
同的信息中发现关联性，从一般情况中分析规律，从
偶然事件中发现必然因素，从简单表象中挖掘深刻
内因，从现有信息预测未来动向，用新思维研究信息
工作的内容，用新视角探索信息工作的机制，以保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活力与积极性。

2．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途径
根据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实际特点和要

求，高校相关部门应强调发挥以下传播途径的教育
功能。一是努力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人际传播的教
育效果，增强“全员育人”意识。可通过实施本科生
导师制、兼职班主任制、师生结对等制度强化师生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增强育人效果。二是充分发挥传
统校园媒介的教育传播功能。校园媒体的栏目设置
与学生的校园生活紧密相关，报道的内容大多是学
生熟悉或感兴趣的事实，所以校园媒体在内容和形
式上能够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更能迎合学生特点，
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喜爱，这为发挥校园媒体的教育
功能提供了良好基础。三是强化各类学生组织的传
播功能。当前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学生聚
集方式的变化等实际，进一步巩固各类传统党团学
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注重发挥社
团的教育传播功能。四是深入挖掘互联网的教育传
播功能。利用网络传播途径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传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发展，构建
网上教育传播平台。第二加强网上传播者和管理者
队伍建设。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明确网络教育传播
规范。第四创新传播方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平等互
动式的、主题鲜明的网络教育传播活动。

3．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
首先要注重传播内容的可接受性。思想教育传

播能否针对大学生的动机、需求特点、适应他们的接
受心理特征，将直接影响教育传播的效果。当代大
学生的传播接受心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反对话
语霸权，希望平等交流; 个性突现和从众心态并存;
厌烦抽象、枯燥、单一的说教式传播，喜好具体、生
动、多样化传播; 在接受选择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追
求; 面对纷繁庞杂信息的不适应性。因此，我们在思
想教育传播过程中应不断创新，积极适应大学生的
传播接受心理特点，以提高教育传播的实效性。

其次是借鉴“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是
传播学中媒介效果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指通过设置
议题影响人们的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思想政治教
育传播中借鉴“议程设置”理论影响教育对象的关
注焦点和思考方式，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导
向性、可控性和有效性。第一，精心选择议题。议题
的设置既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目标，还要兼
顾社会环境、时事热点、舆论氛围，而且要结合大学
生受众的实际进行主题教育活动的设置。要尽量选
择与受众关系密切的且受众又不十分了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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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议题，根据所选择的议题，通过特定传播
渠道进行集中的、大量的持续性的“轰炸式传播”，
以引起受众的注意。第三，构造议题，通过赋予传播
内容一定程度的意义，使受众对议题产生一定的认
识，进而影响其思想和言论。第四，突出议题，力求
形成互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把受教育者当做积
极能动的客体，关注其个性特点和需求，寻求能够符
合和满足教育对象需求的方式来传递思想政治教育
信息，力求形成良好的互动，使教育对象通过自己的
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

4．关注“受众”特点，重视学生骨干和“意见领
袖”的传播作用
“受众”理论是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受教育者

( 受众)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目的地，其心理
需求具有其独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选择性心
理日益强烈、逆反心理越发突出、从众心理更为明
显。因此，我们要研究受众的需求心理，根据满足需
要论、社会参与论的观点，要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
增强受教育者的参与度。还要研究受众的选择心
理，注重个体差异。

要重视学生骨干和“意见领袖”的传播作用。
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
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 的
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提出的。［3］传播学认为，意见领袖最主要
的效能，就是对面临信息轰炸、思想灌输的无主见、
存依赖的受传者在表明态度、采取行动、解脱矛盾时
予以指点和调节。有时意见领袖的意见不仅影响这
些人说什么、看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而且还支配
他们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和怎么想。在我们大学
生群体中，有一些这样的学生骨干或党员，他们有较
强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以及关系协调能力，

在校园生活中较为活跃、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人缘
好，交际广，有向心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学生具有较
大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
众，而在对其他学生进行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他
们又成了活跃的传播者。因此我们要关注学生中这
些意见领袖的存在，积极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发挥
他们在思想教育传播中的正面效应。

同时，还要注意避免“沉默的螺旋”带来的负效
应，“沉默的螺旋”指出了这样的现象: 和媒介主流观
点持相反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排斥而保持沉默。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中，如果某些受众由于教育
者或群体压力的影响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而
选择沉默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其真实的思想状况。
因此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一定注意了解少
数受教育者的意见和观点，这样才能避免“沉默的螺
旋”带来的负效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传播学理论博大精深，传播模式理论、传播效果
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第三人
效应”理论、传播技巧知识等等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有待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者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探索
应用传播学理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拓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视野，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吸
引力和感染力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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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Qu Yanhong

(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014 )

Abstrac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re introduced to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ch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making new break-
through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mproving its effect．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present studies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lated factors，such as counselors，the transmitted content and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so on，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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