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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面临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指出“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

程，加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5]以来，各高校不断变革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大力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通过建立专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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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体意识不足、载体建设不够、内容质量不高、

队伍建设不强等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成效。运用新媒体营销思维，营造“大思政”协同育人氛

围、打造“网红”型思政互动平台、研发精品型思政教育“产品”、塑造万能型思政教育团队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传播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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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 online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 ies is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The lack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arrier 

construction, content quality is not high, team construction is not strong and other problems directl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ing new media marketing thinking, 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atmospher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ilding a "internet celebrity"typ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platform, developing high-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ducts" and shaping 

a versat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 provide new idea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network communication work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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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网站，引进在线学习软件开展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以及运

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宣传平台，提高学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效果，但各高校仍存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成效不

显著的问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主体意识不足，缺乏有组

织的教育传播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主体仅为高校各层级党团

组织、思想政治课教师、辅导员 [6]，且主体意识尚不充分，对网

引言

高校学生是网络新媒体的重要受众，截至2024年6月，我国11亿（10.9967亿）网民中，10至19岁的网民占比13.6%，20至29岁

的网民占比13.5%，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0小时，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的用户数量占网民总数的98.0%，网络视频（包括短视频

和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的97.1%[1]，可见新媒体对其影响巨大。高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 [2][3]，往往缺乏对

信息的筛选和判断能力，其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乃至思维模式更易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 [4]。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

播正面临着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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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环境认识不足，仍缺乏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成效。一方面，学校

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未明确职责和任务，部分教师对思想政

治教育网络传播缺乏积极性，缺少参与创作、转发、与用户互动

的意识。另一方面，面对网络环境的特殊、复杂、多变，部分教

师缺乏敏感性，缺少积极利用网络平台主动发声、引导舆论的意

识，这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工作陷入被动。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载体建设不够，难以形成

媒体传播合力

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

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建设方面，缺少系统研究和专业标准。

一方面，很多学校没有建立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主要

基于主流新媒体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对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载体没有统筹进行规划设计，缺乏专项管理，未形成良好

的矩阵效应；另一方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功能单一，

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与当前丰富的媒体资源相比，存在用

户体验不佳、互动性不强等问题，这也影响了客体参与度。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内容质量不高，影响传播

以及教育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需要精心策划、科学布局，从而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与深入渗透。然而，部分高校在建设网

络思想政治平台时，内容缺乏创新性和系统性。一方面，不少高

校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内容陈旧、形式单一，无法激发学生

的认同感 [7]，难以吸引学生的关注与参与。另一方面，部分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学习内容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碎片化式

的学习虽然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但一定程度的削弱了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队伍建设不强，教育传播

存在专业壁垒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载体更为复杂，相应的网络传媒技术

要求也更高，但目前部分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团队

仍存在专业组成较为单一的问题。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知识的储备欠缺的老师，与对网络技术运用方面略有不足的老

师，难以形成网络思政教育联动；另一方面，网络思政教育队伍

建设是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部分高校因缺乏系统管理机制，还

存在人员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二、新媒体营销思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

影响

为提高学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能，可以运用新媒体营

销思维打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新模式。营销是通过诱发

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而实现交换的过程，以满足人们需要为最终

目标的思想方法 [8]，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比如政治营

销，就是基于营销学和政治学理论基础发展而来的 [9]。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数字、网络、通信技术融入营销后衍

生出来的一种营销模式，即新媒体营销 [10]。通过利用微信、微

博、短视频平台、搜索引擎等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特性，在新媒

体上发布影响广泛的信息，对目标受众的精准定位，针对目标受

众的需求，研发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11]，使人们参与到具体营销

活动的互动中，从而建立主客体联系，抓住潜在用户，扩大用户

群体，增强用户黏性，最终实现流量对效益的转化。

常见的新媒体营销思维包括：用户思维，围绕用户的需求、

痛点和期望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 [12]；品牌思维，通

过打造企业名片，形成品牌效应，增加用户黏度和忠诚度；平台

思维，运用社会化媒体平台，重塑组织管理和商业运作模式，实

现与用户互动交流，最终达到运营推广的目的 [13]；数据思维，通

过数据分析，精准确定目标受众，制定出符合用户需求的营销策

略；此外还有内容思维 [14]、流量思维、社交思维、跨界思维 [15]、

经济思维等。运用新媒体营销思维，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

播效果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三、新媒体营销思维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

策略

（一）提升主体认识，营造“大思政”协同育人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不仅是思想政治课程网络化，只有运

用“跨界思维”，即突破传统部门壁垒，通过整合全校各种渠道

和资源，才能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一是强化主体责任意

识，明确各级党团组织、思想政治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

及优秀学生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和责

任分工，形成真正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思政”格局。二是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成效考核管

理评价体系，激发主体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三是构建教育合作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形成

区域影响力，通过成立网络思想政治宣讲团、与政校行企合作共

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联盟等，持续提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

播效能。

（二）丰富载体建设，打造“网红”型思政互动平台

新媒体平台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重要途径，只有

运用“品牌思维”，全力打造引领力强、影响力大、传播力广的

新媒体平台，才能更好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一是强

化平台规划设计，加强学校统筹管理，丰富平台功能、提升用户

体验，打造具有鲜明特色与吸引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目

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新华网、学习

强国等。二是强化师生互动交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互

动机制与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反馈意见，丰富直

播、游戏等互动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三是强化媒体矩阵效

应，依托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多媒体矩阵，统

一输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多元化内容产出，形成广泛影响和 

传播。

（三）注重内容创新，研发精品型思政教育“产品”

“内容思维”是利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策略来吸引用户的关

注和信任，从而增加用户的黏性和参与度。要想让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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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被学生普遍接受、广泛传播，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

脱颖而出，就必须注重内容建设。一是坚持注重理论研究，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注重思想政治理论本身，只有不断丰富

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学习内容，增强内容设计，建立系统的思想政

治网络学习体系，才是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成效。二

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即“用户思维”，秉承“用户至上”理念，

深入了解学生所需所想，引发学生产生共鸣，吸引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和传播。三是坚持创新表达形式，充分运用当代大学生喜欢

的表达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内容创编作为思想政治教

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

（四）加强培训管理，塑造万能型思政教育团队

只有运用“跨界思维”，建设一支多专业、跨界合作的教育

团队，既包含具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的骨干力量，也包含精

通网络技术和传媒科学的专业人才，才能充分形成团队内部优势

互补。一是强化队伍管理，明确队伍分工，建立教育意识强、专

业研究深、影响范围广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队伍。二是加强

内部培训，通过业务提升，引导团队系统地掌握网络传播的思

维、理论、技术和方法，提升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传播工

作能力。三是借助引进外包，建立校内把关、校外运营机制，委

托专业外包运营团队开展新媒体营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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