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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问题。

（一）教育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对大学生需求认知不足

虽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极力推崇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

动性，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大学本科课堂还是以单

向灌输型为主，教师的教育模式、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

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讲授的内容理论性很

强，如何将强理论性的知识趣味化、艺术化，对高校教师

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此以外，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多以课堂教学为主，学生实践机会少，评价考核

的方式较为简单，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大学生的

实际发展需求。

从传播学的受众理论来看，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大

学生的需求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情

感、安全、交往需求等新诉求，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觉

醒，尤其是00后逐渐进入大学校园，他们更加渴望张扬个

性、彰显自我，但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由于自身思维模式的

局限性，其部分思想观念和时代脱节，因此致使对于大学

生的时代性和个体性需求认知不足，如果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不能克服弊端、与时俱进，就无法展现教育教学

的先进性和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二）教育者权威地位固化，大学生主体地位逐渐虚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着休戚

相关的紧密联系，基于教育者拥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丰富

的信息渠道，使其在课堂教学中占据极大的主导性和权威

性地位。教师是传播主体，学生是传播客体，学生只能被

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6]这种“一家之言”的教育理念以

及固化的师生关系从本质上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之

间地位关系的不平等，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主体地位

逐渐虚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

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表现为过分注重理论

知识的灌输，缺乏对学生兴趣的引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中，部分学生认为简单书写实践报告即可完成任务，这

些观念上的不足和缺陷，不但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也会抑制大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7]

第二，承担的角色错位，由于传统教育以填鸭式灌输

为主，学生过分依赖课本知识和教育者的布道，不敢轻易

挑战教师的权威地位，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惯

例，按照当下新课改的要求，教师应当弱化自身的角色，

在教育教学中充当激励者和引导者，不能过于强调教师自

身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师生关系发生错位。

（三）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备受局限，教育效果反馈薄弱

单向线性传播模式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拉斯韦尔的

5W理论，简而言之，即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

产生了什么效果，相对应的就是传播者、媒介、受传者、

讯息、效果，这种单向直线形态的传播过程，明显忽略了

反馈环节。反馈对传播活动有着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

反馈可以了解受众的反应，以此作为日后改进的依据；另

一方面，受众要想准确真实进行反馈，就必须积极对信息

进行获取、加工和整理，总之，受众理论所包含的反馈内

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当下的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下，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后遗症，因

此造成教育教学效果反馈薄弱。

第一，大学生在信息交流反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从传播学来看，先有教师的传播行为，后有学生的反馈活

动 ， 教 育 者 把 控 信 息 的 流 向 ， 在 整 个 传 播 过 程 中 占 据 优

势，学生的反馈信息很容易被忽视。

第 二 ， 受 教 育 者 在 反 馈 信 息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上 远 远 不

够，反馈表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信息双向往返的互

动关系，[8]大学生对高校教师输出的信息提出意见和观点，

往往所回送的信息是少量的，其质量一般。

第三，大学生在信息反馈过程中的热情不高，在同辈

压力和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大学生不愿意提出与教师意见

相左的看法，即便很想表达出来，但在大多数人都认可的

情况下，这些受众就会对此保持沉默，这就是传播学中常

提到的“沉默的螺旋”。

借鉴受众理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受众理论视域下审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现诸多

问题，据此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期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效果。

（一）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满足大学生多样化需求

随 着 社 会 的 不 断 发 展 和 进 步 ，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模

式和理念亟待更新，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学生时代性、个体

性、发展性等需求，需要做出以下改变。一方面，就传播

者来看，根据霍夫兰的可信性效果理论，高校教师必须树

立良好信誉和自身形象，不断提高专业积累和综合能力；就

传播内容而言，教师要以新颖独特的内容视角，结合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观点进行引导和启发，这类选题内容一般为学生

感兴趣的热门话题、社会或网络热议事件等等；就传播媒介

来看，拒绝刻板生硬的理论灌输，教师在课堂上可采用视

频、音频、图片来辅助教学，借助智慧教室、多媒体技术

实现翻转课堂互动，[9]通过开展主题讨论、观看纪录片、拍

摄Vlog等形式激发学生兴趣，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另 一 方 面 ， 从 受 众 理 论 视 角 来 看 ， 大 学 生 的 情 感 、

安全和交往需要也显得尤为重要，这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中的第二层次安全上的需要、第三层次情感和归属的

需要。在现代大学校园，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

播的专门受众，其生理心理发展还不太成熟，他们渴望情

感的共鸣和温暖的归属，迫切希望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

系，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状

况，挖掘其深层次的心理需求。鉴于专门受众有着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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