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新西部 NEW WEST 2022年第9期

Western  Education丨西部教育 Ｗ

进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格局重新调整，形成多元

化的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就会影响人们思想认识和

价值观念，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比如，

由于市场的逐利性特征，很多人为了炮制网红挣快钱而开

设一些内容恶俗的技术性虚假“大胃王吃播”，造成大量

粮食被浪费，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造成不良社会风气。

再如，明星艺人的高额片酬、富二代的高调炫富等都影响

着学生对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现实问题的认知，容易产

生读书无用论，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而对劳动

精神、劳动价值、劳动创造产生认识偏差。

（三）文化风险：西方国家文化输出加剧文化渗透

意识形态还蕴含于文化、教育、艺术之中，其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深层次的、长期性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

通过创作网络小说、拍摄影视作品，资助分裂分子制作涉

疆涉藏纪录片等途径，以公共文化产品的形式输出、传播

西方文化或揭露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不足，进行

文化渗透，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青年学生作为影视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对这些

感官刺激、画风另类、情节丰富的产品又有极大的兴趣，

很容易被带偏节奏，产生认知冲突。比如，美国迪士尼出

品的动漫电影《疯狂动物城》以极具人情味、感染力的故

事吸引了众多大学生观看，但电影却在无形中输出个人主

义价值观，宣扬美国精神、美国文化。

（四）社会风险：不良网络舆论影响青年行为选择

  社会风险主要存在于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领域，这

些领域的现实问题很容易通过网络发酵、传播，形成不良

的网络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牢牢站稳人民立场，高度重视发展和改善民生，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对一些社

会问题的过度解读、片面理解或不恰当处理，就很容易上

升到道德层面，形成社会道德风险。

社会道德风险的出现，就会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

和行为选择，让他们产生价值迷茫，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

社会化角色，会对学生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不

利影响。

（五）科技风险：信息全球化传播侵占网络阵地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各

种信息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形式、更快速度的

全球化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也加剧了各国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国内来看，各种网站、APP、论坛数不胜数，每个人

都是自媒体，获取知识和信息，发表观点和看法的途径日

趋多元，但相应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却没有完全跟

上，存在技术性风险和安全漏洞。有的APP还利用大数据技

术搜集阅读偏好，从而大量为阅读者推送单一信息，固化

阅读者认知领域和水平，形成“数据拜物教”、网络团体

和圈层文化，进而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警惕。

从国外来看，推特、脸书、YouTube等媒介上的一些观

点以极端民族主义裹挟青年学生，肆意发表极端言论，抹

黑中国政府，放大社会问题。这些网络媒介的存在和肆意

生长都极大程度上挤压、侵占了高校意识形态的阵地，加

大了网络风险防控的难度和风险。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主要策略

（一）价值引领：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壮大主流意识形

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我们必须把增强文化自信作为

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坚实根基”， [3]我们要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

秀传统文化培元固本、润泽心灵，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

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

源、固本培元”。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要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深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动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理论成果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

凝聚力。

（二）话语构建：以生动的话语体系提升师生政治认

同

“话语的本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

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到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并为特定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
全和政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