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新西部 NEW WEST 2022年第10期

络文化宣传的重要力量，他们对网络时代新媒体的发展及网

络传播的特点比较熟悉，具有较强的辨别能力。充分发挥这

些人的优势，可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提升

其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对于非专业的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人

员，也要加强思想引导和专业技能培训。

3、网络文化建设平台不完善

大多数的高校在进行网络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采用的平

台和途径依然是线下教育平台和日常课堂教育，采用的辅助

手段主要是内部的校园网、各院系网络以及网络文化相关的

各类主题网站。高校应该针对网络文化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充分保障网络教育平台的平稳运行。高校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方面，缺乏灵活多样的宣传手段，

传统的宣传手段例如官方通知与公告的发布、重大热点新闻

的分享、教师的网络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教学文件的学习等

形式，依然是主体，缺乏有效的师生互动交流。高校在进行

网络文化平台建设方面还存在相对分散的状态，平台之间没

有良好的合作交流基础，没有形成高效的教育合力，网络教

育质量以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建设效果不尽如人意。

4、网络安全意识不足

高校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不足，尤其是在对网络信息的

辨别方面。高校对于网络文化信息的反馈机制以及反应速度

方面建设不够，相关的监督监管机制也不健全，这些会影响

学生的信息判断、对社会热点及难点的解读，还会影响学生

对于相关理论及政策的分析研究。高校在对相关人员的网络

安全教育培训方面力度不足，缺乏相应的培训平台及教育经

费。尤其是在面对网络舆论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与解决措施。高校自身网络安全意识的淡薄，会严重地制约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路径探讨

1、加强载体建设，积极占领网络文化阵地

在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思想性、知识性、趣

味性和服务性的原则，坚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将四个原则相

统一。可以给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增添一些生动活泼的内容，

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大学生应增强自身参与意

识，利用交互式网站促进信息的沟通交流。对此，高校也应

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坚持学校的主管地位，倡导高校学

生进行用户实名注册，既方便学校进行管理，还可以进行信

息沟通渠道的建设，帮助全校师生解决好自身的实际问题，

还具有丰富自身教育的功能。对于高校的师生而言，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创建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个人网站，

这些个人网站应该主要用于宣传优秀的校园网络文化。高校

在给予支持的同时，还必须对网站进行严格审查，加强监管

与监督。对于一些学生个人举办的网络虚拟组织，高校应该

倡导宣传加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和内容，鼓励新型的科

技文化群体，倡导正向的兴趣爱好群体，帮助大学生进行网

络虚拟组织的实名化管理和实名化监管。[3]

2、加强内容建设，积极倡导网络思政教育

高校对于网络文化的建设，应该积极地倡导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建设，对于一些网络内容，坚持正面的网络宣

传与主动的引导，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网络知

识传播，为网络文化研究与发展提供最新的学术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渠道。对于当前高校师生所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

应该增强正向理论方面的宣传与引导，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影响力。对于一些网上的主题文化，应积极地进行宣传

和引导，增强网络正面典型的宣传力度。要在校园网络上增

强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积极作用，大力支持对优秀的思想

政治理论的舆论宣传。学校可以组织优秀学生及教师共同参

与到高校的网络文化建设中去，推动校务公开，增强校园网

络管理的公开化、透明度，让学生了解学校的发展，增强学

生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让学生形成网上主流舆论的主

力军。

高校在建设网络文化时，应该注意进行区别对待，要帮

助学生形成教育合力。高校的相关管理人员平时需时常留意

网上具有积极意义的网络热点，注意其中的一些积极影响，

努力使其对学生产生正向教育的作用。对于一些有消极影响

的热点问题，要冷却处理，避免炒作，并及时利用一些网络

手段缩小其传播范围。高校在进行网上舆论引导时，应该重

视网络的宣传教育，重视校内各个媒体之间的广泛结合，形

成一种规模化的优势，促进传播效益的最大化，建立起完

善、及时、准确的快速反应机制。学校在处理网络问题时，

要及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针对一些不实的信息，要及

时进行处理，这样可以给学生形成良好的榜样。高校要保持

师生之间的信息披露渠道畅通，这样才有助于自身话语权的

建立。[4]高校在进行网络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建设时，

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把握好网络传播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以

及网络引导方面的技巧，把握好网络引导的正确时机与其中

正确的节奏和力度。网络上的新闻宣传要和信息服务做好结

合，要重视各项网络传播手段的应用，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加强对网络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疏通引导教育。

3、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网络信息监管力度

高校应定期开展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对高校核心人

才队伍素质的培训，提升高校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增强自

身处置网络信息安全的能力，对于一些网络文化需要具备一

定的研判能力。在进行网络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时，要

注意熟悉学生的特点，要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态，尤其是学生

思想上的动态，组建一批优秀的高校核心教师队伍，以此来

增强对于网络舆论引导的正向重要力量。

高校的网络文化管理人员在应对网络舆论时，应搭建起

完善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信息平台的目的是借助高校

自身的网络舆论引导队伍，给高校内部的师生传递正确的信

息，尤其是畅通信息渠道沟通建设，加强网络舆论引导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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