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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技术的提高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愈来

愈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逐

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新时代下，高等院校如何

根据传播学的受众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教育进行问题剖析和

实际解决，不可否认成为时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传播学受众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

在《新闻学简明词典》中，“传播”一词译为“与他

人建立共同意识”，是一切社会信息交流的实质。[1]传播学

是不同领域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

叉融合研究是后者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学科属性和社

会功能耦合的必然要求。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思想政治

教育是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其教育过程也是一个传播过

程，它通过传递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帮助受教育

者树立坚定的政治理想信念。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传 播 ， 就 本 质 而 言 ， 是 研 究 如 何 对 人

传输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过程，因而必须认识和研究传播

对象，即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受众。受众理论在传播学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工作中，学

者们并没有看到受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受众就像一个固

定不动的靶子，后来施拉姆指出，“接受者也不仅仅是靶

子，而是这个过程中的平等的伙伴”，[2]即受众在大众传播

面前并非处于被动地位的，而是能够主动选择自己所偏爱

和需要的媒介信息和内容。

（一）活动目的的同向性

传 播 学 受 众 理 论 认 为 传 播 者 利 用 某 些 信 息 有 目 的 、

有意识地对受传者进行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行

为，在现代社会活动中，个人或者组织往往会利用这一传

播特性来影响他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通过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之形

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和道德规范。因此，传播活动和

教育活动的目的具有同向性，都是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

式来实现对受者某种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二）传播过程的相关性

从一般传播过程来看，作为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传播

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 [3]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其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

载体、教育效果。两者传播过程的组成要素彼此呼应，都

是从传播者开始，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向受传者传递信息，

由 此 不 难 发 现 ， 两 者 的 传 播 过 程 具 有 极 大 的 相 关 性 。 同

时，在传播过程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也在不断运动、

变化和发展，其动态特性反映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信息

的双向互动。

（三）活动结果的预期性

基 于 传 播 学 受 众 理 论 下 ， 预 期 受 众 ， 顾 名 思 义 ， 即

预先设想的“收件人”，一般出现在活动尚未开始前，储

存在传播者的潜意识中，影响和参与信息的全程编码和传

播 。 “ 德 育 目 标 在 设 定 之 前 ， 应 该 对 影 响 其 过 程 的 诸 要

素 进 行 预 先 的 设 想 ， 从 而 全 面 和 有 前 瞻 性 地 规 划 整 个 活

动。”[4]由此可见，无论是传播活动的预期受众，亦或者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定，他们对于活动结果都具有一定

的预判性，鉴于他们必须保障传播或者教育活动的顺利展

开，那这就为活动结果的预期性提供了稳固的基石。

受众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随 着 社 会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 新 时 期 的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从传播学受众理论来

看，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是思

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活动的落脚点和归宿，[5]从受众理论的研

究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

受众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现状与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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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开放、便捷，信息化、科

技化、智能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性。基于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从传播学受众理论

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例如教育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对大学

生需求认知不足；教育者权威地位固化，大学生主体地位逐渐虚化；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备受

局限，教育效果反馈薄弱等等。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高校应当在受众理论

的指导下，满足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性建设、注重思想教育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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