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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 

——理性自觉与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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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自媒体时代体现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思政教育

如何达到理性自觉体现人文关怀的问题展开了分析，并对思政教育实践工作的开展策略进行了探

讨，从而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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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变得更加多元化，

这要求网络思政教育人员能够高度感知学生的思想

状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从而自然而然地展

现出人文关怀。因此，还应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政教

育实践探索，以便更好地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一、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体现人文

关怀的重要作用 

（一）满足学生新时代社交需求 

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普遍活跃在网络创作的

虚拟环境中，在各种网社区中进行虚拟情感的体验，

并利用“人机交往”进行“人际交往”的替代。对

于大学生来讲，由于在网络上掌握足够的话语权利，

所以其能够以个人主义方式表达对自我和他人的关

注，并利用自媒体进行想法的自由表达，以达到人

际交往的目标。而高校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如果仅

仅是通过注册自媒体账号进行思政教育内容发布，

将在网络社交中宣示自己的主体地位，导致学生的

网络话语权被忽视。对于学生来讲，长期无法得到

及时回应，则将造成学生社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继而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主动进行网络思政教育

平台信息的屏蔽。体现网络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

则要认识到学生新时代的社交需求，一改过去宣讲

训诫式的教育方式，以确保学生的网络话语权能够

得到维护，从而使学生在受教的过程中得到社交需

求的满足，进而更好配合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增强网络思政教育有效性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普遍出现了在课堂

学习期间刷微信、聊 QQ和看朋友圈等问题，以至于

给学生的学业带来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想

要通过网络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集中注

意力，还要确保网络思政教育能够得到有效开展。

比如通过自媒体平台与学生进行及时沟通，以便借

助平台对学生与教师间的心理隔阂进行消除，通过

加强互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自媒体平台。但实际上，

高校在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活动时，时常会发现多数

学生“潜水”的情况，无法引发学生对课堂学习问

题的足够关注。出现这一情况，与网络思政教育缺

乏人性关怀也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教育者未能结

合学生个性需求进行能够吸引学生的教育精品的开

发，直接导致学生将思政教育“一概而论”，不认同

高校开展的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因此，还要通过在

网络思政教育中加强人文关怀，加强对学生多样化

需求的分析，以便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引导，继而

使学生能够逐步回归课堂。 

（三）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自媒体平台上，存在有多元的思想价值观念。

对于大学生来讲，通过自媒体平台不仅能够实现思

想融合，同时也会受到片面、消极思想观念的影响。

因为大学生普遍缺少生活阅历，思想价值观尚未发

展成熟，对事物判断往往缺乏理性，长期接触不良

内容容易出现思想混乱，进而导致大学生思想道德

观念出现偏差。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便使学生的

综合素质能够得到提升。但从网络思政教育情况来

看，大多体现出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极少有针对大

学生道德思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内容，明显缺少

对大学生群体的人文关怀。而相较于明显具有政治

性的教育内容，大学生更热衷朋友圈和微信群中各

种各样的心灵鸡汤或热门话题。在这些内容的衬托

下，网络思政教育内容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为推

动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网络思政教育者还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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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平台学习，发布更多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

教育内容，以便更好的体现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

使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得到更好的涵养。 

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人文关怀
的理性自觉分析 

（一）通过真实关切达到理性自觉 

对于大学生来讲，想要得到儒化发展，从而逐

步排脱低级趣味，还要不断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吸收

“精气”。而网络思政教育者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就

要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进行关注
[1]
。想要在这一过

程中体现自然而然的人文关怀，则要对学生的思想

给予真实的关切。现阶段，凭借自媒体平台，高校

网络思政教育管理者已经能过利用平台进行思政教

育内容的快速、便捷传达。但与此同时，教育者并

未给予学生思想动态以真实的关切，总是一再忽视

学生在自媒体平台上表达的真实想法和情感诉求。

在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大学生思政教育

的重要性，要求高校以人文关怀为价值旨归，满足

大学生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新的诉求。为达成这一

目标，高校还应加强自媒体平台的利用，借助平台沟

通优势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联系，以便对学生的主体需

要给予更多关切，使人文关怀的体现达到理性自觉。 

（二）通过了解学生达到理性自觉 

高校在开展网络思想教育时，尽管对自媒体平

台进行了运用，但是却未真正了解自媒体平台给学

生带来的交往乐趣。受这一因素的限制，高校利用

自媒体平台与学生讨论思想政治问题，总带有较强

的目的性，削弱了学生的交往兴趣，未能较好体现

出思政教育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2]
。面对这种情况，思

政教育者想要达到理想自觉的体现人文关怀，还要

认真通过自媒体平台了解学生热衷参与网上活动的

原因，深入学生当中体会西方社会思潮给学生带来

的糖衣炮弹是怎样的“滋味”，以便适时引导学生驱

散数字迷雾，与学生一同完成网络清明空间的建造。

只有这样，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者才能借助自媒体平

台的发展态势，真正走进学生内心世界，掌握学生

的思想困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

以抵御西方思想潮流的侵蚀。 

（三）通过舆情引导达到理性自觉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肩负为学生提供

和谐校园环境的责任，以便在潜移默化中体现思政

教育的人文关怀，达到理性自觉的目标。而开展网

络思政教育工作，同样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和谐的

网络环境，及时完成学生不良情绪的捕捉，并为学

生提供适时帮助，以体现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但

就目前来看，很多高校都未能认识到维护校园网络

环境健康的重要性，在思政工作中仍然坚持自说自

话，未能及时发现校园网络舆论危机，造成了不良

情绪在学生群体中蔓延扩大。想要改变这一局面，

使思政教育关怀达到理性自觉的境界，则要加强对

校园舆情的密切关注与监督，并通过及时抢占舆论

制高点唱响社会主流意识相同的主旋律，从人文关

怀角度疏解学生的不良情绪，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心

理感受，从而在加强校园网络秩序维护的同时，引

导学生取得健康发展。 

三、自媒体时代体现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人文

关怀的实践策略 

（一）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为真切体现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对学生的人文关

怀，高校还应突出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在自媒体平上发布能够

吸引学生的思政教育内容
[3]
。比如针对网络热点话题

和学生感兴趣的新鲜事物，网络思政教育管理者可

以在自媒体平台上与学生一同讨论，并从思政教育

的角度进行话题和事物的解读，以便在保持学生热

衷态度的同时，达到思想引导目标。如果发现学生

的兴趣爱好存在不正当思想或行为，教师不应直接

与学生发生思想冲突，还应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正

确信息的发布，并邀请学生一同进行问题的讨论。

而结合平台上的讨论结果，学生则能自行进行思想

或行为的纠偏。此外，为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还应认识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并结合学生不同

需求在自媒体平台上进行不同内容层次的思想教育

内容的发布，以便使学生能够自觉选择接受恰当的

教育和引导。采取这些网络思政教育措施，则能切

实体现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

通过自媒体平台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确保学

生能够顺利接收正确的思想引导，继而充分体现高

校给予学生的人文关怀。 

（二）加强师生沟通交流 

对于网络思政教师来讲，想要通过了解学生体

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还要利用自媒体平台加强与

学生的沟通交流。首先，作为网络思政教师，应该

掌握自媒体平台上的流行语言，以便与学生能够实

现顺利交流，切实了解学生的情感需求。而利用这

些语言与学生交流，教师也能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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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为此，教师还要定

期进行网络流行语和热词的总结，学会运用这些词

语进行交流互动。其次，网络思政教师需要对学生

在自媒体等网络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给予密切关注，

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还应认识到学生发布信息是希望得到他人关注，

所以教师需要及时查阅和回复信息，以便使学生的

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在与学生交流过程中进行学生

引导，也能起到潜移默化影响学生行为的作用。再

者，网络思政教育应多参与学生间的平台讨论，并

注重倾听学生的心声，体会学生的感受。在对学生

有一定程度了解后，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关注的创业、

心理健康等问题进行交流，并通过正确解读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有关社会民生、娱乐传媒和经济发展等

各领域的问题，以免学生受不良思想的侵害。 

（三）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想要使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处处感受到高校思政

教育者们给予的人文关怀，还应完成和谐校园氛围

的营造。一方面，在校园宏观环境建设中，思政教

育人员还应加强自媒体等网络平台的运用，积极完

成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宣扬，借助贴近学生生活的

真实的案例在校园内部唱响社会主旋律，以激发学

生的热情，接受学校给予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

在校园网络氛围营造方面，思政教育人员应通过身

体力行进行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定期进行学校开展

养老院或孤儿院义工活动的信息，以真实的图片震

撼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参与到能够体现人文关怀

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继而使校园网络上形成良好的

舆论氛围。此外，学校需要给予特殊学生群体足够

的关怀，借助自媒体平台宣扬艰苦朴素精神，并且

为特殊学生寻求帮助提供更多途径。最后，高校网

络思政教育人员应担负起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监督的

责任，在筛查流入校园网的外界信息的同时，加强

对校园内部传播信息的关注，并通过适时引导帮助

学生远离这些信息，学会自我排解。在良好的舆论

导向下，学生则能学会正确看待问题和合理运用自

媒体平台等网络资源，继而取得身心健康发展。 

四、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自媒体时代到来的背景

下，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变得越发重要。而在网络思

政教育中实现理性自觉的体现人文关怀，则能有效

提高思政教育效果，推动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发展。

为此，还要突出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并

加强师生沟通交流，完成和谐校园氛围的营造，继

而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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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care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the media age 

——R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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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elf media era in embody the humanistic concern of c

ollege students in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achieve 

rational and conscious humanistic ca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trategies for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re also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eople who pay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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