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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refers to a new form of media that integrate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 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utonomy in the form of par-
ticipation, extensive user participation and strong interaction. It is widely used in university campuses.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but also brings some challeng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carry out effective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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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指的是对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传输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整合的一种新型媒体形式，具有参与形式
高度自主性、用户参与广泛及互动性强大的特点，在大学校园中有十分广泛的应用。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新
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高校必须要结合当前学生发展的特点，开展有效的道德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路径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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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大学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道德教育效果直接影响

学生的个人发展和综合培养。新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对大学

生的道德素质教育活动带来了十分关键的影响，教育工作者

需要明确新媒体背景下的时代发展特征，将新媒体技术应用

到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活动当中，充分体现大学道德教育的价

值以及作用，为高校道德教育活动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

2 新媒体理论概念

新媒体相对于传统的报纸、广播以及电视等传统的媒体

形式来说，具有显著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特点，是利用计算

机技术和智能技术支撑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媒体形式，主

要包括网络新闻、移动终端以及数字电视等运作形式。新媒

体主要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传输功能和

平板电脑、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进行信息快速

的传递，在当前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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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校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新媒体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首先，新媒体具有海量性和信

息共享性的特点，凭借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支持，新媒

体能够容纳种类更多和数量更为庞大的各种信息。同时，新

媒体信息具有交互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在对信息进行传播的

过程中，新媒体凭借一定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及时有效地实现

接收者和信息传播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保证信息传播的效

率和信息传播的质量。新媒体背景下的信息共享指的是视频、

音频、文字和图片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都可以通过新媒体

的手段进行传播，并被多个用户同时接受，打破原有的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实现跨对象的传播。另外，新媒体技术还具

有信息个性化和大众化共存的特点，新媒体技术具有独特的

优势，能够打破原有的小众化信息，使得信息传播的对象更

加广泛和多样，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合理选择所要接受

的信息，实现新媒体信息的个性化服务，对当前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1]

3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道德教育活动存在的

问题

3.1 教学内容不合理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用人单位需求的逐渐变化，原有

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高校学生培养的需求。从

实际情况来看，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内容与

实际情况结合并不紧密，严重脱离时代发展的现状。高校新

媒体环境下的道德教育工作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和集体意识，帮助学生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独立

的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国

家相关教育部门已经普遍重视起高校的新媒体环境下的道德

教育活动，但是从现实应用效果来看，高校道德教育内容脱

离实际的问题严重，受到客观条件和设施设备的共同制约，

导致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活动并不能发挥应有

的价值和教学效果，难以与大学生的实际成长需求和工作需

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的大学生道德

教育活动是对学生独立个性和独立人格的抹杀，无法帮助学

生健康成长。同时，在高校道德教育课堂上仍然延续着以往

相对比较滞后的教学材料以及教学机制，很多教师缺乏对教

育工作的重视，道德教育内容仍然只是对课本内容的无效重

复，没有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自身特点合理针对性的开

展道德教育活动，导致道德教育质量低下。[2]

3.2 教育理念落后

新媒体背景下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且也

带来了多种层次的挑战和冲击，从当前高校的教育新媒体的

应用情况来看，高校着重应用新媒体的教育优势，实现大学

生道德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的变革与优化，已经取得了良好

的成果。但是教学教育理念仍然不到位，相对比较落后，受

到传统的培养模式以及培养理念的影响，高校在大学生德育

教育应用新媒体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严重影

响大学生德育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水平。首先，网络媒体的道

德教育活动与实际道德教育活动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二者

之间无法有效地融合互补。当前现实教育活动中一些相对成

熟和稳定的教育模式没有合理运用到新媒体德育教育平台中，

无法充分发挥高校道德教育活动的价值。同时，新媒体德育

相对来说发展时间比较短，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比较单一，

与现实多样化的德育教育活动相比新媒体背景下的道德教育

活动难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

学习主动性，从而导致德育教育效率低下，不利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3]

3.3 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

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是保证新媒体背景下大学

生道德教育活动能够有序、科学开展的前提，但从实际情况

来看，由于新媒体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的特点，给网络信息

监管活动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如果没有设置专业的管理机构

有效管理和审核网络上面的信息，仅仅依靠媒体自身的自律

难以保证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的媒体过度的追求

人气和点击率，而歪曲报道一些真实的信息，甚至夸大一些

新闻信息来博眼球，这些都影响网络的秩序和网络环境，容

易对学生的道德情感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加强对

网络环境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保证网络环境

的净化。其次，新媒体具有高度开放性、共享性、信息复杂

性的特点，新媒体呈现出松散和多元的信息环境特征，这就

对大学生的自我矫正能力和恢复能力有着一定的要求，新媒

体环境中既包括正能量的道德教育信息，也包括暴力和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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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垃圾信息，在缺乏有效的网络信息管理监督机制的背

景下，需要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自我矫正能力和辨别能力。[4]

4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的相关

对策

4.1 将现实教育与新媒体道德教育良好融合

目前，中国高校仍然以现实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现实中

的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现实道德教育活动是大学生教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项基本的教育活动，对于学生的成长以及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新媒体背景的特点，

基于现实中的道德教育活动有效应用新媒体道德教育手段，

发挥新媒体道德教育的辅助作用，不能一味的只依赖于新媒

体道德教育，舍本逐末。同时，还需要适当加强新媒体道德

教育在目前道德教育体系中的比例，不能只注重现实教育，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以及教学途径，提高学生对道德教育

活动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充分发挥现实道德教育以及网络

道德教育的价值，以传统现实教育为基础，明确新媒体环境

下大学生道德教育体系中的创新理念，并不断创新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法，拓展和延伸新媒体道德教育方式和教育途径。[5]

4.2 提高对高校道德教育认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

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活动在新媒体背景下所具有的价值越来

越高，需要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作为一种新型媒体

传播路径及传播载体，新媒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

新的教育传播理念，为大学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实

际开展高校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适时转变道德

教育的理念和道德教育思路，明确道德教育活动对学生综合

成长的作用，提高对高校道德教育活动的认识。大学生道德

教育活动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指代的是一种理念的创新，对

需要具备一定的时代精神开展道德教育活动，以马克思主义

核心价值观念为指导，注重在培养过程中充分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优势，并有效借鉴西方道德教育好的方面，保证大学

道德教育活动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其次，还需要注重加强现

实教育与心理教育之间的融合，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保证大学生道德教育效果。[6]

4.3 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育活动

高校的思想教育活动需要围绕学生来展开，需要重视学

生的主体地位，但是传统的思想教育活动往往也叫属于主体，

通过简单机械的教师传授，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这种教学

形式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无法保证

学习效率，难以达到大学生道德教育活动的目的。因此，必

须要结合学生的心理诉求以及实际状态有效调整教育教学目

标和教学任务，在高校新媒体环境下考虑开辟网上第二课堂

进行道德教育活动。除了现有的课堂讲授理论知识之外，还

需要设置专门的网上教育平台以及网上交流渠道，并通过专

门的教育工作者管理网络平台，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心理问题以及专业问题，从而能够结合学生的实际状

态合理开展问题的解答，保证教育教学效果。同时，还需要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课堂内容，将学生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紧密联系到一起，使得学生能够在科学完善的道德

教育体制下不断优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到

学生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的目的。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背景下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教学活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能够紧紧联系当前时

代发展的特点，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价值，探寻大学生德育教

育的改革之路，有效发挥新媒体对学生德育工作的辅助作用，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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