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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教育理念，提升两大主体自身的媒体素

养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创新

教育理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新媒体有机融合，

不断强化网络意识，提升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两大主体

的媒体素养。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媒体素养直接影响到新

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创新发展。因

此，必须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

让每个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其教育责任心。大学生是未来国家

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发展必须与时代同步。立足

于当代大学生成才的新媒体环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有机统一，引导大学生强化网络意识，树立网络思维，

构建师生平等对话的教育平台，及时把握大学生思想的

发展动向，开展教育工作，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前

我国政治建设的必然诉求。

（二）创新教育管理机制，牢牢把握校园新媒体的

话语权

校园新媒体具有立体传播和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

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高职院校必须不断创新教育管理机制，牢

牢把握校园新媒体的话语权，才能适应新媒体环境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过去传统的过于单一、死板

的教育管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

事物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教育需要。为此，建立由党

委牵头，校内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学校统一的官方校园新

媒体，打造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交流和服务管理于一

体的校园多媒体平台，牢牢把握校园新媒体的话语权，

才能引领建设校园新媒体矩阵，实现校内各新媒体平台

的交流互动、信息共享，构建上下联动的校园新媒体宣

传格局。

（三）创新教育内容，凝练校园新媒体的自身内涵

“ 求 木 之 长 者 ， 必 固 其 根 本 ； 欲 流 之 远 者 ， 必 浚

其泉源。”实现高职院校新媒体的教育效果，必须立足

校园新媒体自身特性，加强新媒体自身建设工作，凝练

校园新媒体的自身内涵。一要“活”。在当前信息大拥

堵、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要让自身的宣传更具魅力、更

深入人心、更符合受众依赖和期待，就需要信息传递形

式的灵活性和信息内容的鲜活性。调查发现，通过视频

是师生最喜闻乐见的一种获取信息方式，其后分别是图

片和文字。若能用照片或图解来传递的信息，绝不条分

缕析、长篇大论；若能用小视频展示，就绝不做成一组

照 片 。 二 要 “ 精 ” 。 要 高 度 凝 练 传 播 内 容 ， 把 最 有 用

的 信 息 用 最 简 洁 的 方 式 传 递 给 师 生 ， 让 每 一 个 文 字 、

每 一 张 图 片 、 每 一 段 视 频 都 负 载 其 存 在 的 价 值 。 三 要

“新”。心理学表明，好奇心和求异心理影响着受众的

阅读取向，内容千篇一律，只能泯灭受众阅读的欲望。

因此，在宣传时一定要注意选择好传播角度，用新奇的

视 角 度 、 新 颖 的 方 式 将 原 本 平 淡 无 奇 的 信 息 传 递 给 受

众，以确保宣传的质量。

（四）创新教育方式，激活校园新媒体的教育功能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是高职院校全部工作

的灵魂所系。只有树立新媒体背景下的大思政观，不断

创新教育方式，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富有活力，

取得实效。一方面，要利用校园新媒体提升思政理论课

的教育实效。在新媒体背景下，要充分利用校园新媒体

平台，通过微课、精品课、视频形式，改变过去“满堂

灌”式的教学方式，形成覆盖校内校外、课上课下的思

政课实效性教学平台，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

道 作 用 。 另 一 方 面 ， 特 别 重 视 通 过 活 动 提 升 校 园 新 媒

体的教育功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取决于大

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要通过社会实践、主题活

动、志愿服务和课堂教学等活动，将校园新媒体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建立平等交流话语权，增强

高职院校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不断

提升学生掌握和利用新媒体工具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校

园新媒体的德育功能。

总之，校园新媒体给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把握机遇，理性回应挑

战，不断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才能真正发挥校园

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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