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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不少高校开始探索网络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虽然成果显著，但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的出现，居家隔离无法开展线下思政教育，网络思政教育的作用再

次凸显出来。简述分析网络思政教育的现状、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开展网络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探究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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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in to
explore the new mode of combining the Internet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 results are
remarkable，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Especi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COVID－19 in 2020，the
off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not be implemented because of the home quarantine，and the role of
the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once again highlighted．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n this basis，the innovative method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counselors a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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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1987 年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出现，到如

今网络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网络的出现不仅使得

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使

得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被不断拓宽。当然网络也深

深影响着广大的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

的能力较为迅速，网络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时

间，网络环境中各种信息好坏难辨，左右着大学生的

三观。网络的出现对思政教育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

战。作为高校辅导员必须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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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突破，才能不断提高学生思政

教育的成效。
一、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 一) 大学生使用网络的现状分析

根据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达到

8．54亿，网络使用普及率达 61．2%。截至 2019 年 6
月，10－39 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 61．5%，其中

20－29岁网民比例最高，达到 24．6%。通过网民职业

结构，我们发现学生占比最高达 26%。通过网民学

历结 构，我 们 发 现 大 学 专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占 比

20．2%。根据以上统计信息不难看出，在校大学生

的比重较高。网络的使用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生活，

左右着学生的三观。但是由于年龄偏小、人生经验

和社会经历不足，自律能力较弱; 同时，网络上存在

的大量负面信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生，极容易误

导学生误入歧途。所以，借助网络手段开展思政教

育，正确地引导学生，使学生正向地发展是非常必要

的。
( 二)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网络时代，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大学生进

行思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也更加多元。为此，众多高

校都抓住机遇，开展了网络思政教育，并借助包括微

信、微博、QQ、新闻客户端等在内的“两微一端”等手

段与学生进行了有效互动，从而优化了思想政治教

育模式，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网络具有平等、开放、互动等特点，这也为大学

生获取信息、表达思想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机遇。借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许多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自 2020 年 1 月疫情以来，出现大学生在家上网课的

新形式，高校尚未广泛推开大学生实践性教育，在这

种情况下网络平台是师生链接的重要平台，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并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 三)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度不高，甚

至有些大学生觉得没有必要利用网络对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由于经验不足，许多高校在网络思政

教育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开展网络思政的辅导

员的网络素养较低，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不足，无法有

效掌控舆情，网络思政教育无法有效开展。还存在

大学生对网络过度依赖，在进行网络思政学习时，无

法理性使用新媒体，思政教育者的权威弱化等情况，

削弱了网络思政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

( 一) 思政教育工作模式发生变化

随着网络公司的崛起，网络软件也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这就为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提供软件支持，

辅导员可利用多种线上平台、APP 或学生感兴趣的

网络形式对学生展开思政教育。网络的优势在于它

是全方位的传播，既能传播文字，又能传播声音和图

像，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网络技术可以使得

大学生思政教育摆脱空间、时间的局限，又能实现协

同互动，形成全新的教育方式。一改以往的单向式

灌输向多向式互动交流转变，使得思政工作更具针

对性、时效性，提高思政效率和成效。
( 二) 思政教育效能发生变化

传统思政教育存在一定滞后性，但是网络的出

现大大延缓了这种滞后性，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的应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网络环境下学生借助各种网络软件进行社会交往活

动，辅导员作为教育的传授者，借助网络，突破空间、
时间的局限。辅导员要顺势而为，让思政教育更加

及时。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应用迅速、准确的传播方

式有利于及时、准确地传递出有效信息，对第一时间

占领思政教育阵地是极为有利的。
( 三) 思政教育空间发生变化

在网络的作用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空间从线

下扩展到线上，教育范围也得到了很好的延伸。辅

导员可运用网络媒介将学生、家长联系起来，构建一

座三方协调同步的网络教育渠道，学生家长通过网

络平台了解孩子在校的思想状况，学校通过网络平

台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对于共

同的教育目标群策群力，双方实现了对学生思政工

作的及时参与高效监管。网络延伸了思政教育的空

间，网络使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辅导员

要最大限度地使传统优势和网络新优势相结合，提

高思政教育的育人作用。
三、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 一) 辅导员网络素质有待提高

网络思政教育是从现实到虚拟的一个延伸，是

时代的一种进步和必然发展。充分发挥网络思政教

育，人才队伍是前提。思政工作是辅导员的一项光

荣使命，自身的能力素质的强弱与教育效果成正比。
网络环境一改传统的思政教育工作模式，具备基本

工作能力已经无法应对网络思政带来的新挑战。虽

然在日常的工作中，辅导员利用社交软件与学生沟

17



通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状

态情况进行了解。但是对不同学校的 63 名辅导员

运用网络平台的调查情况显示，其中 24 人选择“公

众号”，占 比 38%; 16 人 选 择“专 题 报 道”，占 比

25%; 15 人选择“微课”，占比 24%; 6 人选择“学校

或学院官方微博”，占比 10%; 另有 2 人选择其他，

占比 3%。说明辅导员虽然在工作中可以接触到一

部分网络平台，但可接触使用的网络平台较为单一，

多样性差。取得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导致高校辅

导员在使用网络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无法全方面、多
层次对学生进行教育，教育效果不理想。

( 二) 网络环境错综复杂

网络环境复杂多样，它在兼容共生中具有很大

的包容性，不仅是先进文明发展的媒介，也是不良信

息的生长地。尤其是一些低俗、虚假、过时等大量有

害信息极易对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些不利于身

心健康发展的有害信息和垃圾信息，极其容易模糊

大学生的视线，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危

害。“95 后”“00 后”的大学生，他们出生在网络最

为发达的阶段，他们对于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和包容度，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由于社会实践

的缺乏、思想的局限、道德和法律意识薄弱、对信息

甄别能力有限等原因，这些不良信息与正统的价值

观念产生冲突，对社会风气造成冲击，影响学生的发

展。未经分类的信息势必会引起大学生心理、思想

上的涟漪，影响思政教育实效。
( 三) 缺少完善的统筹规划

如今，思政教育的网络平台越来越多，内容越来

越丰富，同时也带来了芜杂的现象。高校网络思政

多存在各管一摊，各自为战现象，从辅导员到学院再

到学校以及上级各教育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思政教

育平台、公众号，纷纷建设和应用了各自部门的网络

媒体教育平台和各自的应用软件形式。由于各部门

间沟通不足、应用软件之间不能适配等原因，长时间

以来缺乏科学系统的统筹规划，导致部分建设重复、
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学生同一时间需要应用多个

软件才能完成正常学习任务等，造成网络资源不能

兼容重复配置、师生信息不能共享重复登录等现象，

占用师生大量的时间、精力。另外，虽然部分高校建

立了思政教育主题相关的学习网站，但是存在网站

的栏目设置、信息更新、安全维护等没有及时跟进严

重滞后、内容缺乏新意可读性差的问题。也有不少

高校的网站功能以发布单向信息为主，不但难以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还使得学生不断地

被动接受难免会出现抵触情绪。因此，阻碍了网络

思政教育的开展。并且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要求，高校应当按师生比

不低于 1: 200 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虽然高

校都很重视并积极配备辅导员，但是各高校辅导员

配比情况仍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
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 一) 探索创建网络思政育人矩阵平台

现在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网络软件、网络

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这为辅导员开展网络

思政教育提供了可能。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各种

网络平台的出现也带来不少的问题，大学生整日忙

于多平台多软件操作，苦不堪言。所以，辅导员开展

网络思政教育要学会整合平台资源优势，做到精准

发力。平台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大量网络平台往往

会造成大而不细，大而不专的情况，所以辅导员在开

展网络思政教育时，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对大学

生常用的、感兴趣的软件做到心中有数、深入研究、
充分发掘其作用。辅导员们要精心筛选网络平台内

容，选择有针对性的内容，特别是学生关心的热点问

题、敏感问题一定要选择具有权威性的网络平台，比

如以 gov．cn 结尾的政府部门网站，以 edu．cn 结尾的

高校网站，以及经过官方认证审核过的微信、微博、
头条号等等公众号。最后，大学生群体属于年轻人

群，辅导员在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中，要注意趣味性与

教育性相结合，才能促进网络思政教育取得实效。
( 二) 提高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业务水

平

一方面要提高辅导员运用网络开展思政教育意

识，促使其更为主动地将网络运用到日常思政教育

之中。高校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制订出详细的培养

计划，成立专业培训组或者邀请培训机构定期地开

课、讲座培训，进行系统化的网络意识培训。另一方

面，辅导员也应学会适应时代趋势，主动尝试下载和

使用较受欢迎的网络应用，学会使用一些网络符号

及网络语言，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的问题。总之，辅导员要努力成为网络思政教育

的践行者。
( 三) 培养学生“意见领袖”
大学期间，学生的三观正处在形成时期，容易被

网络中不良信息所误导，这时就需要有一批正能量

的“意见领袖”，及时发布正向言论，及时进行思想

引领，引导大学生走向正途。辅导员可在学生骨干

中挑选一些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品学兼优、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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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生，重点培养一批学生“意见领袖”。在各

类社交媒体和学校的各类组织及活动中，发挥号召

作用，引导舆论走向。可以借助这一优势，及时掌握

和了解学生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事件，并予以积极正

向的引导。还应考虑更多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引导学生用辩证目光看待问题，增强辨别是非的

能力。只有真正走进学生内心，知晓学生诉求，才能

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效果做到实处，让学生由衷

理解并接受。
( 四) 团队协作，发挥联动效应

网络是一张无形的网，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不可

能置身其外。团队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并且看待问

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辅导员应该结合网络思政的

特点，组建自己的网络思政团队，团队成员可以随时

针对某一问题分享经验，各抒己见或者交流工作中

的点滴经验、思想中的灵光闪现。通过学生们常用

的 APP 推送热点文章、精选博文，应注意使用生动

活泼、网络语言丰富的博文，这样更能引起学生的共

鸣，从思想、学习、生活、就业、恋爱等各个方面对学

生加以指导，并弹性地延伸辅导员工作的时间，拓展

育人空间，既可以影响老师，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
网络的应用使思政教育的受众面变广，自然传播的

范围也就越广，取得的思政育人的效果也就越明显。
( 五) 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素质

网络世界错综复杂，能否有效地发挥网络的作

用，服务大众，最关键的还在于网民自身的素质。一

是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网络虽然是无形的，但并

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大学生在网络里的学习、活

动，要遵守一定的网络规矩，明确在网络中应该遵循

的权利和义务，并以之作为自身行为的刻度尺。网

络道德教育，应该纳入日常的教育管理之中，帮助学

生树立合理的网络行为规范。并且结合实际，制定

符合大学生身份的网络道德规范，加强自我教育，提

升自我约束能力。二是要提高网络运用能力。使用

是最好的了解，使用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刻，让学生更

多地了解使用网络，掌握运用网络进行 自主学习的

能力。高校应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紧跟网络发

展现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网络知识宣讲或

开设相应的课程，提高大学生运用网络技术的水平。
结语

如今网络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依赖程度不

断加深，年轻的大学生群体接受新事物较为迅速，受

到的影响也最大、最深。网络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虽

然有挑战，但是也有新机遇，辅导员要抓住网络与思

政教育相结合带来的新机遇，转化思维，运用新方

法，发挥网络思政教育的优势，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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