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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的模式影响研究
《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探索》一书(中国纺织出版社)是杨娉创作的学术著作，出版于2018年，共

分六章。开篇主要介绍了新媒体的含义、特点以及价值效应，并从新媒体的视角，剖析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模式。作
者基于文献资料与调研数据，对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探讨，并从互联网、新媒
体、即时通信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媒体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模式的影响，持续

不断地推进思政教育改革。
在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因特网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资讯媒介、沟通工具，它对人的思维、价值观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也成了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新媒体技术融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当中，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思政教育在“新媒

体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扩宽了改革思路，转变了教学观念，逐步构建起“大思政”模式。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以
日常化、具体化的对话方式，创新思政课程的模式，打造线上微课，激发大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正如书中所述，在新媒
体环境中，高校思政教育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是，互动性增强。通过网络与新媒介技术，学生和老师能够实时进

行沟通，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方，而是主动参与者，体现了“万物互联”的理念。二是，思政教育模式更加具象化，不再表面
化。教师利用新媒体技术能够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高校思政老师以“朋友”的身份与同
学进行相处，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使高校思政教育的模式更加灵活机动。三是，高校思

政教育的模式更加贴近生活。教育工作者通过微博、线上思政课题等多种方式，将思政教育工作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
中，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可见，此书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地阐
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书重点论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介环境下的现存问题和对策，并探讨了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途径。

《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探索》中指出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未来发展前景，强调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要重
视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育人智慧，合理调整教学模式，科学优化思政教学系统，不断提高教学育人的质量。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根据高校区域特点，融合地方

文化，把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大思政”教学模式。
在未来，高校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思政教学平台。首先，可以在校园网站上开设一个专门的思

想政治学习栏目，供学生进行学习与探讨交流。其次，要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利用高校专属微信、微博平台，宣传
思政教育活动。同时，可以把普通的思政课程录制成“微课”，并将相关内容制作成小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
相关小视频，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高效传播的作用。

新媒体技术给大学的思政教学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念，并且影响深远。此书有着较强的应用价值，作者
从实践层面强调：思政课是每一位大学生的必修课，思政课教师必须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对教学模式的颠覆，必须根
据学校的具体情况，采用有效的教育模式，使思政教育工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思政教学模式不再拘泥于课堂，而
是以新媒体技术为载体，设置网络化的专题思政栏目，为广大师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书中结合教学的实际
情况，还提出了利用微电影等形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新媒体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结合起来，既是对传统思政
教育理念的传承，也融人了时代新理念。

(金浏河，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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