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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微工具使用常态化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困境。将微工具使

用与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打造思想政治教育 “微环境”，充分运用隐性教育法、同辈教育

法，构建 “共同话语”，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微内容”，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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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各领域的深

刻变革，出现了 “微时代”概念。 “微时代”以微

博、微信作为传播媒介代表，以其内容的短小精炼

性、传播速度的迅捷性、传播效果的冲击力和震撼

力冲击着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在丰富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手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同

时带来诸多新挑战。

“微时代”的 内 涵。以 “微”为 特 征 的 微 博、

微信、微电影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以ＱＱ、微

信、微博等一系列方便快捷、即时互动的媒体平台

影响、改变着人们的 工 作、学 习 和 生 活。［１］ “微 时

代”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信息的大众性特征。从

传播与获取信息的方式来看，人人都能通过微工具

主张自己的诉求或获取所需信息。二是信息传播的

及时性特征。人们可以对ＱＱ、微信朋友圈的最新

动态，进行及时评论和转发，也可通过微博对社会

热点进行及时扩散。三是沟通的交互性特征。通过

ＱＱ、微博、微信，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距 离 大 大 缩 短，

在信息的沟通交流上实现交互性。

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所谓渗透性思想

政治教育，就是采取灵活的形式，以各种社会实践

活动为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其中，使受教

育者乐于接受，在生活中感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感染，达 到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目 的。与 传 统 “灌 输

式”教育相比，“渗透式”教育具有渗透性、间接

性的特点与优势。

二、大学生使用微工具状况

调查以山东省２所高校在校生为样本，主要采

用问卷调查法，共计发放问卷４００份，收回有效问

卷３５２份，有效率为８８．０％，其中男性占４１．０％，

女性占５９．０％；城 镇 户 籍 占４２．８％，农 村 户 籍 占

５７．２％；学科专业分布于理科、工科、农学、文科

等学科；样本主要来自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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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四学生，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发现大

学生使用微工具状况呈如下特点。

一是关注内容呈多元化、常态化。在大学生浏

览分享微媒体的内容方面，时政新 闻、休 闲 娱 乐、

明星八卦、学校公告、时尚信息占据前五位，呈多

元化特点，时政新闻高居榜首 （约占６４．１％），这

说明当代大学生群体较关注政治生活。４９．３％的学

生 “只浏览，不发布”。可见，大学生 主 要 是 作 为

动态信息的受众者，主动参与性不强。在 “您在微

媒体上主要从事的活动”调查中，浏览 “关注的人

和事”“获取热点新闻，评论时事”“发布图文、日

志”“交 友”分 别 占 ６４．１％、５３．８％、３５．６％、

３３．８％，呈现多元复杂化特点，这说明大学生积极

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交 流 思 想，增 进 认 识。

同时，大学生通常作为受众者参与其中，为运用微

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较大可能性空间。

二是对信息内容基本持积极理性态度，但也容

易受到冲击。在 “微 媒 体 上 一 些 煽 动 性 较 强 的 言

论”的调查中，选择 “仔细思考，理性评断”者占

４３．１％，这反映了部分大学生的理性态度。但也有

１４．５％的学生选择 “不加辨 别，积 极 分 享”，存 在

一定盲目性，令人担忧。在 “微工具使用给高校带

来的主要挑战”的调查中，６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

为，微媒体带来的 信 息 “鱼 龙 混 杂” “虚 假 信 息、

模糊信息易导致辨别 力 下 降”，这 反 映 了 大 学 生 对

微媒体内容传播的担忧。在 “针对微媒体，大学生

应该如何努力去应对”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能够

理性对待，能够 “学会判断辨别” “适度使用自媒

体”“正确利用自媒体”“提高自身媒介素养”，这

说明当代大学生在对待微工具时基本能够持正确积

极态度。但也有约２１．４％的大学生持 “听之任之”

态度。这表明，微工具的开放性易在思想上对大学

生造成冲击。

三是传播内容对大学生影响广泛，政治信息传

播创新不足。微媒体对大学生行为影响非常 广 泛，

大学生维权意识更强，６１％的被调查者 “更加注意

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４４．１％的人 “更 注 重 平 等

观念”，也有４５．５％的人表示 “对传统媒体的使用

减少”，２０％的人 “喜欢独处的方式，集 体 活 动 减

少”，这些反映了大学生民主、维权意识增强 的 同

时，对传统媒体的使用逐步减少，集体活动也相应

减少。在 “时事政治信息在网络的传播对大学生影

响如何”的调 查 中，约４０％的 被 调 查 者 表 示 “整

体成效良好，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选择 “缺 乏

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不足”“缺乏吸引力”的分

别为３６．２％、３４．８％、１９％，这 反 映 了 微 媒 体 政

治信息的传播对大学生尚缺乏吸引力。

综合调研、访谈、文献搜集等信息看，当代大

学生对微工具的使用类型、分享发布的内容、影响

已呈现多元化分布，对微工具的使用较为频繁，具

有较强的依赖性，对微工具的态度看法呈现积极理

性一面，但也存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

呈现迅捷化、多元化特点，足不出户就能及时了解

社会动态，掌握时政信息，丰富个人生活，这客观

上也使思政教育工作的主导性与权威性受到冲击。

一是信息缺 乏 正 确 引 导。 “微 时 代”背 景 下，

信息传播速度快、阅读时间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极易出现内容失真、模糊甚至偏离主流价值观的现

象。由于阅历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大学生的信息识

别和判断能力不强，其思想观念极易受到冲击。若

高校引导与社会监控力缺失，任由良莠不齐、隐匿

性的网络信息传播，就不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会

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预见性降低。工

具的开放性使高校监控不良信息传播的难度增加。

大学生关注和思考的点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不可预

测控制，往往因缺乏对某些负面网络舆情和言论的

研判，导致其对舆情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和把握，使

得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与监督难度加大。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单一、滞后。面对 “微

时代”的到来，部分高校思政工作者观念滞后，缺

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对新媒体的特征及传播技术知

之不多，且对新 媒 体 的 影 响 缺 乏 有 效 监 控 和 合 理

引，使得灵活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进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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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的工作成为一种新的挑战。

四、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在 “微时代”大环境下， “微方式”在帮助大

学生拓宽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同时，成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与手段，为有效实施渗透性思想

政治教育开辟了新路径。

一要依托 微 媒 体，营 造 思 政 教 育 “微 环 境”。

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注重灌输主流意识形态，

而且应关切学生的内心需求，关注微时代背景下大

学生生存的特殊环境。为增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

效性，高校应创设教育情境，有意识地营造优化高

校思政教育的 “微环 境”。要 建 设 完 善 校 园 网 络 交

流平台，将校园网与手机ＡＰＰ、微形式 （如微博、

微信、ＱＱ 等）联 为 一 体，打 造 多 向 联 动 的 微 平

台，实现网络信息传输个体化，将网络选课、网络

教学、网络问卷、网络竞赛等纳入该平台，使 “高

大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润物细无声中深入学生头

脑，使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

二要运 用 隐 性 教 育 法，改 进 思 政 教 育 方 式 方

法。隐性教育法指受教育者通过参加教育者设计的

实践活动，在非自觉状态下逐步受到渗透和 感 染，

在无意识中接受隐性或间接性教育的一种方法。与

单一、枯燥的传统受限制教育相反，其形式较为活

泼，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

受。教育主体应树立 “思政教育生活化”的 理 念，

将隐性 教 育 法 与 微 媒 体 结 合，利 用 ＱＱ 群、微 信

群、校园智慧网、校园论坛等多种方式与学生进行

交流和答疑解惑，掌握学生思想动 态。这 种 新 颖、

贴近生活的教育方式易于被大学生接受。进而保证

教育者更有效地开展思政工作。

三要提升思政教育的 “微权威”，丰 富 思 政 教

育的 “微内容”。高校 应 结 合 新 时 期 信 息 传 播 的 新

特点，提高思政教育工作的成效。一是重视 “微权

威”的建设，更新理念，重视培养教师和学生群体

中的 “意见领袖”，积极参与构建社会话题，主 动

发声，以 “微权威”传播与引导社会正能量。二是

完善大学生思政教 育 “微 内 容”，选 取 符 合 社 会 主

义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提供更有教育价

值的社会议题和素材，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

关注度和吸引 力，在 润 物 细 无 声 中 进 行 思 想 政 治

教育。

四要运用同辈教育法，建 立 “共 同 话 语”。同

辈群体指在年龄、趣味、阅历、价值观等方面相近

或相似，并对自己目标与行为规范相互确认的人组

成的群体 （如大学生群体）。在网络微空间，大 学

生可以根据自 身 需 要 组 建 多 种 虚 拟 群 体，如 班 级

群、老乡群、协会群等。在高校，充分运用同辈教

育法，积极引导大学生，将主流价值观、党的方针

政策以 “流行话”“朋辈话”的方式进行传播，使

大学生内心认 可，形 成 思 政 教 育 主 客 体 共 同 的 话

语，进而弥补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话语体系差异，提

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五要建立平台信息过滤监控体系，保障正确方

向。在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鉴于微工具信

息承载的信息海量性特点，应对发布信息的 内 容、

性质及各种链接进行严格审查，对不良、不法、不

健康信息及时拦截。新媒体环境下，多种社会群体

均能成为舆权博弈的参与方，而个体的舆权博弈往

往易于影响、干扰主流舆论导向，部分大学生极易

因缺失判断力而导致价值偏离和行为失范。［２］

高校可依托校园网平台，依据本校情况建立新

媒体网络监控 中 心，及 时 做 好 信 息 的 监 控 疏 导 工

作，应对出现的各种不利舆情，对虚假信息、不良

信息、西方社会思潮等进行有效监控过滤，净化信

息内容，引导舆论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相一致，以避

免形成舆情极化而冲击核心价值观，保障渗透性教

育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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