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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郭惠琴 

（运城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新媒体技术从根源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及

思想行为。现阶段，高校可以将新媒体作为一项新型教育平台，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新媒体不仅具备良好的互动性，还能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利用这一平台对大学生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进行创新和改进，以此实现大学生政治素养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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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提出的一项重要观

点，他认为媒介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开创人类认识世界的崭新方式，从而实现社会

生活方式的变革。“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传播”是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解译。依托现代数字

技术，利用互联网传输方式将信息传送至用户的一种

媒体形式就叫做新媒体。新媒体具有开放性、实时

性、交互性等特点，是传播形态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深远影响。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 

（一）文化多元化格局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政

治、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本土文化无时无刻

不受到各种多元文化、西方思潮影响。对于西方艺

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等，大学生

能够更多地进行接触和体验
[1]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

价值理念及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大学生产生冲

击，影响大学生的道德理念、思维模式以及价值取

向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 

（二）国内社会化转型加速大学生价值观转变 

无论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是全球化带

来的影响，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理

念。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当前我国面临着发

展新形势，即社会经济转型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矛盾

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多

元化思想在碰撞与融合中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

向。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格局的开放程度

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社

会整体价值理念都受到以上变化带来的冲击。现阶

段，多元并存的新观念及传统观念，从各个层面改变

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远大理想

和坚定信念，由于传统价值观被淡化，享乐主义、个

人主义与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大幅度提升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难度。面对这一情况，高校必

须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的教育

手段，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2]
。 

（三）新媒体技术变革冲击大学生价值观形成 

在当代社会，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信息

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息内容越来越丰

富。海量网络信息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认

知、价值观念，再加上这些信息真假难辨，导致大

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很大冲击。交互性、即时性

是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更容易

通过新媒体进行自我表达，社会生活逐渐向着网络

化方向发展。在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时，如果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其效果可能会大打

折扣。在多元化的新媒体社会，更应当注重引导大

学生的价值观，以免出现偏差，从而对大学生价值

观的形成造成不良影响。 

二、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第一，延伸教育空间，实现动态化立体式课堂

教学。 

传统概念上的物理空间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出现

变化，在现实空间之外，一个虚拟空间开始构筑起

来。在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

这一虚拟空间不仅扩大了教育范围，实现了教育影

响力的提升，而且对现实的教育空间加以延伸，将

原有的平面化教育转变为立体化教育，将静态教育

转变为动态教育，教育工作的开展不再受到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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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限制，针对显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利用网络平台能够实现隐形传送
[3]
。 

第二，构建交互平台，提升教学的互动性和开

放性。 

与传统媒体相比，自由性、开放性及互动性是

新媒体的突出特点，在新媒体平台上，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实现了对话权的平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涵、相关热点问题等，大学生可通过该平

台将自己的观点、态度及看法表达出来，便于教师

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教育
[4]
。 

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强化学生核心价值观认

同度。 

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开展这项

教育工作时，要想取得大学生的认同，首先要尊重

其价值追求，对大学生的自我表达需求加以满足。

新媒体特的传播特点与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不谋而

合，传播效果得以有效提升。 

（二）消极影响 

第一，对教育主体的信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过去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主要采取课堂教

育方式，再辅之以社会实践、师生谈心、课后交流

等。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是主体，对学生教育起

支配作用。而新媒体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实现了师

生沟通自由，既能将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彰显出来，

又能消除现实空间中的交流障碍。因此，与传统教

育方式相比，大学生更能接受也更加喜爱新媒体教

育方式。要想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效果，教育者应当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包括丰富的

理论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必要的信息素养。在

开展教育工作时，能够对活泼生动的新媒体语言加以

利用，强化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同感。 

第二，高度开放的空间极大冲击了信息可控范围。 

过去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教育者在理

论知识、信息来源上存在显著优势，然而，新媒体

能够迅速提供海量信息，对教育者的信息可控范围

产生巨大冲击。与书本、课堂相比，大学生通过新

媒体获取的信息知识更多，部分信息甚至超出教育

工作者的掌握范围。由于还没有完全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新媒体提供的海量信

息，大学生往往很难进行有效甄别，做出正确判断。

更有甚者，部分学生会在此过程中迷失自我，对主

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以否定，导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受到严重挑战。 

第三，进一步对教师的信息控制能力提出了挑战。 

面对多元、开放的新媒体，教育者无法控制所

有的思想观点。新媒体不仅影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教育，更是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发展
[5]
。与

学校、教师相比，许多大学生更信赖新媒体。在这

种情况下，一旦大学生认可新媒体传递的不良价值

观，将会对其产生全方位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往往

不易改变。因此，新媒体对教育者的信息控制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利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 

（一）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培育方式 

传统媒体在形式上较为单一，而新媒体实现了声

像结合、图文并茂，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传播内

容更加生动有趣。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时，新媒体能够创造出更加富有感染力的教育

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可对新媒体平

台的优点进行充分利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工作模式进行创新，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

对新媒体传播特点加以了解，如微信、微博等。在此

基础上灵活应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创作出一批高质量

的文化作品，包括微文学、微视频等，并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

染，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认同。第二，构

建一支高素质的新媒体教育团队。无论是高校辅导

员，还是思想政治学科任课教师，乃至先进的学生党

员干部，都可纳入到新媒体教育团队中来。值得注意

的是，这支队伍既要具备熟练操作新媒体技术的能

力，又要有较高的信息素养，能够对新媒体的传播优

势加以利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新

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引导，帮助广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第三，鼓励大学生对新媒体进行创造性

利用，这样既能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又能帮

助大学生在学习中获取有利信息，对自身价值观念加

以丰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6]
。 

（二）构建新媒体监管机制，净化对学生价值观教

育舆论环境 

近年来，新媒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国家

尚未针对这一领域制定完善的监管政策。在这种情

况下，新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甚至

掺杂许多黄赌毒信息。在新媒体平台中，大学生属

于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更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影

响。如果不能有效过滤这些不良信息，很容易会对

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误导，影响其身心健康发

展。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快建设新媒体监督机

制，营造出和谐、积极的新媒体网络环境，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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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第一，政府部门应当加强网络立法工作，

对网络道德进行完善。在良好的网络环境中宣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

络环境进行积极引导。第二，学校要对新媒体校园

平台的领导机制加以完善。现阶段，大部分国内高校

建立了官方微信平台，甚至校内各院系、部分影响力

较大的学生团体也开通了官方微信、微博平台，这些

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然

而，调查研究显示，许多学校尽管开通了官方平台，

但是没有进行有效的运营维护，平台内容大多相似，

宣传手法单一落后，宣传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因此，

要想切实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除了要构

建官方新媒体平台，还要对相应的领导机制加以完

善，对各方面宣传教育工作进行有效协调。第三，建

立并完善新媒体动态化引导机制。交互性是新媒体平

台的重要优势之一，在利用这一平台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时，教育者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加

以把握，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思想，并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干预，帮助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提升师生的媒介素养，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认同度 

由于新媒体信息多元化的影响，网络谣言在大

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其本质原因是大学

生群体的媒介素养偏低。因此，要想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首先要实现大学生

媒介素养的提升，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

进行有效强化，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培养大学

生的信息选择能力。新媒体平台提供海量的网络信

息，许多大学生缺乏信息选择、信息甄别能力。针

对这一问题，学校管理部门可以邀请专家开设讲

座，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学生的信息选择能

力、整理能力，对于自己需要的信息能够做到准确、

高效提取。第二，培养大学生信息甄别能力。新媒

体平台提供的信息有真有假、稂莠不齐，如果不能

甄别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

不良信息迷惑，从而产生价值观偏差。对大学生开

展相关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甄别能力、独立思

考能力，在面对海量信息时，能够全面分析信息细

节、信息来源等，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对

于新媒体平台上的不良信息，大学生既能做到有效

分辨，又能做到自觉抵制，从而免受错误价值观的

影响和侵蚀。第三，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及道德

意识。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使

其明确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网

络不是法外之地。大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要对自

身行为进行自觉约束，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熏陶，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信息时，应保证信

息可靠、科学，既不能违背道德，更不能违反法律。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环境出现新的变化。新媒体

既实现了教育渠道的拓宽和教育手段的丰富，又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在这

种情况下，高校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认真研

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工作中融入新媒体技术，实现教育工

作质量的提升，引导大学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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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new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GUO Hui-qin 

(Yuncheng College,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wa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root, and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values and ideologic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t pres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use new media as a new educational platform to carry out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New media not only has good interaction, but also penetrates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e can 

use this platform to educate college students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novates and improv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 so a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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