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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

同时，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应在坚持严

肃性、政治性的前提下进行艺术性话语引导。通过教学

的引经据典提升政治教学的教学感染力，通过生动的修

辞语言应用提升教学语言的表达美感，有助于学生在美

学体验中获得对思想政治学科的理解认同。

形式三，以前沿互联网核心技术为基础，开拓教学

话语的传播空间。传统媒体下的纸媒、广播、电视等在

互联网改革进程中逐步创新发展，但其对教学的助力效

果一般。新媒体技术通过新潮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动能促

进教学空间的有效扩展，但由于其冗杂的信息资源具有

正负影响效能，对大学生的价值选择提出更高要求。因

此，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加强全媒体传播

体系建设，以数字化的思想政治教学构建健康的主流舆

论阵地，拓宽教学资源的话语传播空间，实现教学路径

的全面覆盖。同时，新媒体话语下的校园思想政治教学

应以“元宇宙”为技术引导，通过视、听、触、识的技

术方式引导学生在网络教学中获得沉浸性的学习体验，

形成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的技术实践积累。

（四）优化话语环境效能

话语环境作为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念的重要外在

条件，是高校构建思想政治教学体系的关键。

首 先 ， 课 堂 作 为 高 校 教 学 的 基 础 阵 地 ， 应 构 建 平

等的话语环境。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

位，转变课堂“领导者”的角色观念，充分给予学生自

主话语权，创新利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思

想政治学习的主动性。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应以健康的校园环境为实

践阵地。高校立足于校园话语环境，在校园建设中，通

过构建校园优质的基础设施，在教学楼、环创、文化景

观等方面进行物质规划，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在物质环

境正向影响中获得有效熏染。同时，家校共育作为我国

教育建设的重要方针。高校应积极引导家庭构建正向示

范作用、摒弃重男轻女、骄奢淫逸、愚忠愚孝等不良传

统家风，以新媒体技术构建校园环境与家庭环境的话语

合力，促进学生在正向的家校环境中获得个性化的思想

政治发展。

最后，社会作为大学生学习的最终归宿，和谐的社

会话语环境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行。国家通过引导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推进榜样示范作用的积极引导，树立社会

公德的思想价值引领，营造高校大学生健康发展的道德

风尚，有利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构建。

同时，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是社会主义文明政治良

好发展的基线。国家机器以强制力手段进行社会思想政

治风气的强力管束，有利于学生在社会的健康、公平、

正义中建立思想政治的法治形象。因此，良好、绿色、

和谐、法治的社会话语环境是大学生构建思想政治价值

观念的重要基础。

结　语

新 媒 体 话 语 环 境 下 ， 高 校 构 建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体系应协同语境机制，提升新媒体下各平台的资源动

能，在主流阵地的价值引导下抓住发展机遇，创新传播

合作矩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高校教育工作者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学路径，将先进文

化、时代精神寓于新媒体背景下的教学话语体系，有利

于大学生高举思想旗帜、坚定政治方向，在社会主义中

国梦的建设中勇担个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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