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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领域
——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创新》

雷晓燕

当前新媒体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被深深打上了新媒体烙印。丰富的信

息内容、便捷的信息检索、多样化的信息形式、隐蔽的信息来源和多重的信息价值等时代特点，使得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机遇与挑战。由王爽撰写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创新》一书，对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新媒体开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领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人类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论述新媒体的内涵和特征等基本理论知识、全

球新媒体发展现状与思索、我国新媒体的发展历程，以及新媒体带来的价值取向、社会道德、法律、信仰危

机、文化安全等相关问题。第二章“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关联”，阐述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现状、新

媒体为大学生所接受的深层原因、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深远影响等问题。第三章“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影响”，重点论述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

机遇、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具体阐述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对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舆论导向提出的挑战、新媒体的互动性和虚拟性容易引发大学生心理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新

媒体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新媒体传播的“多向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的权威提出挑战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等。第四章“新媒体

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论述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以及创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应坚持的原则。第五章“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论述新媒体时代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意义、教学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构建新媒体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考评体

系等内容。第六章“依靠互联网络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台”，论述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发挥博客与微博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的作用、加强高校BBS信息交互平台的

舆论引导、建立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等。最后四章分别论述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开辟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新空问、依托新媒体资源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升受教者与施教者双方的新媒介素养和启动

全社会对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情况的关爱机制等问题。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党建工作研究”(编号15SKG272)对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和创新进行了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新媒体时代大学生

追求自由个性，重视虚拟沟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而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枯燥单一，对教育对

象缺乏有效的吸引力，教育载体也凸显出滞后性，加之教育者自身定位与综合素质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

需要，因而动摇了教育主体优势地位。那么，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开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如何

面对信息时代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首先，要增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效性，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充分调动大

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其次，要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创新新

媒体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提升多种新媒体载体的合力，不

断创新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再次，要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培养理性批判精神以及对

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最后

息环境，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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