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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r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ing the public’s way of life 
and thinking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Explore the new mode of ideological work of digital ag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igital native of modern students,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their access to information,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one of the main way, so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for college ideological work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urgent to use new ways and new mean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ra,	and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new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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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探索数字化时
代高校思政工作的新模式是当前的必然趋势，在数字原生代的现代学生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进行学习、
交流和社交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社交媒体平台的应用，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交
媒体平台的普及，都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迫切需要通过新的方式和新的手段来完成社会责任。基于
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成为当前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中重要的方向之一，探索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新
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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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主要问题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的

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和挑战，实现高校思政工作的

有效推进。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虽然具有许多

优点，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研究问题包括：其一，如何确保信息真实性和可信度。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低质量内容，如何

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其

二，如何保护学生隐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很容易泄

露学生的隐私信息，如何在保证有效开展思政工作的同时，

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安全，也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其三，如何

提高互动和参与度。虽然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思政工作具有

良好的互动性，但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以

及如何通过互动方式更加精准地引导学生的思想，也是需要

探索的问题；其四，如何实现平台与教育内容的有机结合。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思政工作需要与相关教育内容有机结

合，如何平衡平台特点和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仍需要深入 

研究 [1]。

2 社交媒体平台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应用 

2.1 应用实践案例分析 
在微信公众号、微博、QQ、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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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政工作如何进行？首先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发布文章、

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将思政工作的相关内容快速

传达到大学生群体，并提供方便的在线交流平台，促进互动

和交流。在这些平台上可以采用引人注目的标题、图片和视

频等多种形式，吸引更多的关注者。同时也应定期与粉丝互

动，回答问题，分享他们的想法，以此来加强读者与管理员

之间的联系，与受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使思政工作更好

地服务于广大青年人的成长与发展。

2.2 应用实际效果
社交媒体平台对高校思政工作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

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使高校思政工作得以更好

地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和针

对性。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学生可以自由表达观

点、分享经验，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这也有助于打

破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下，师生之间的距离感、难以互动的情

况。然而，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也存在一些利弊：优点是可以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信息发布、宣传和互动，促进和加强

落实团结稳定的各项措施；缺点则在于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平

台可能会分散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注意力，甚至有可能被不良

信息所干扰，导致高校的思政工作效果打折扣 [2]。

3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挑战

网络媒体时代大环境下高校面临的思想引领难题和工

作推进困境。在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

挑战：一是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得大量信息和舆情在网络

上迅速传播，这对思政工作的教育和引导任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二是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大加快，信

息源多元化，社会舆论风险加大，需要高校思政工作者在短

时间内对事件进行准确判断，并及时作出政策引导。这也要

求高校思政工作者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三是在数

字化时代下，网络媒体成为学生主要的信息来源，使得传统

的教育方式面临着变革的压力。然而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

信度难以保证，很容易受到假信息和谣言的干扰，这都为高

校思政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四是数字化时代增强了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和多元化发展方式，并且学生思想观念越来越开

放自由，高校思政工作往往面临理念碰撞，如何平衡个体发

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成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五

是受到数字化时代赋能下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影

响，高校思政工作也需要跟随趋势，开发一批针对数字化时

代的思政教育课程和 VR、AR 等新媒体手段。六是数字化

时代下，需要更多针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监管

措施。

4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

数字化时代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校思政工作者要密切关

注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技能，努力拓展思政

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要针对数字媒体时代，加强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高校需要帮助学生更好地辨别真伪信息并有选择性地获取

信息，掌握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能力；同时需帮助学生筛选

有效信息，提高自己的综合知识水平，在强化实践能力的同

时促进良好的精神文明建设。

二是要提高思政课程的质量和引导效果。在上思政课

时，要紧密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关注热点问题的表层和深层

次问题，并将传统理论与现实情况相结合，通过多种方式创

新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发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是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应建立健全网络

舆情监测系统，及时掌握事件和谣言的最新情况并采取积极

科学的应对措施，加强与学生的社交沟通，建立更加紧密的

联系。

四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升思政工作实效。

①制定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规范。制定规范后，高校思

政工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发布信息，引导学生及时获

取各类最新信息，及时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回应

负面言论和谣言。

②建设官方账号和互动平台。高校应该在各大社交媒

体平台建立官方账号，积极推送有价值内容，开通互动功能，

建立在线问答、课程讲解、学术交流、评选评比等多种互动

平台，促进思政工作和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

③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心理。通过对学生活跃度、

搜索记录、网页浏览量等数据进行人工智能分析，组织高

校思政工作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制定针对性的教育

方案，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推动高层次人才的

成长。

④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智慧思政。通过利用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结合高校的教育创新，改

革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将思政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通过视频

直播、在线听课等实现多媒体教育模式。

5 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高校思政工作也面临着新的

发展趋势与挑战。未来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有

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①多元化的内容形式。高校要通过多元化的形式、较

为丰富的内容，吸引学生的关注，并适应不同群体、不同需

求的思政教育，如推出在线思政沙龙、悬赏解决困难等多种

形式的思政活动。

②个性定制化的教育服务。高校将会遵循个性化定制

的思路，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对学生的精准教

育和服务。如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和学生的需求设置不同的

课程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③引入先进的教育技术。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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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现实等先进教育技术引入思政工作中，创新思政教育模

式，提高思政工作的互动性、趣味性和智能化。

④快速响应社会热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递速

度极快，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高校需要更快

地反映市场和社会发展趋势，快速掌握社会热点、关注敏感

问题和突发事件并积极参与新型网络互动，主动回应热点、

正面引导舆论。

⑤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未来将是多元化、个性

化、智能化、快速响应社会热点的发展趋势，必须不断创新

思路，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以过硬的思政理论素养和现代化

的教育手段为支撑，构建一个更加开放、便捷、高效的高校

思政工作体系 [3]。

6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的应对
策略

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大学生对使用社交媒体的需求

越来越强烈。高校思政工作对此应建立相应的应对策略。首

先高校思政工作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向学生们传播正能

量和理性思维。例如，可以开设思政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和抖音账号，推送校园风貌、青春故事、优秀学子典型事迹

等内容，提高学生对正面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其次高校思

政工作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学习活动。可以在微

信群组织在线讲座、学生分享会等，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进行学习讨论，并获得线上思政学分。再次高校思政工

作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联系。例如，可

以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发布调查问卷、征集意见等互动内容，

倾听学生需求和反馈，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和重点。总之高校

思政工作需要灵活运用社交媒体的优势，结合学生需求和特

点，建立有效的应对策略，推进文化引领、价值教育，助力

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4]。

7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的具体
措施

①开设官方账号：高校思政工作可以设置微博、微信

公众号、抖音等官方账号，及时推送校园新闻、思政文化、

校园活动、学生风采等内容。

②发布优秀案例：选取一些优秀的思政教育案例，通

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给广大师生。例如，可以推出前辈学长

学姐在校期间的成长经历和感悟，引导学生们珍惜美好时

光，传递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③组织讲座与论坛：一是借助微信、QQ 等工具组织线

上讲座和交流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助阵，向

学生普及必要的学术知识和学习方法，推广理性思维和科学

精神。二是通过在平台上发布热门话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

并建立健康向上的互动交流氛围。

④互动交流：高校思政工作可以根据不同主题发布互

动话题，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自信”“红色基因”

等，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加强与

学生的联系和互动。

⑤开展线上创新竞赛：组织线上作文比赛、设计竞赛

和想象力，通过网络传播正能量和优秀思政作品，提高思政

教育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总之，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

政工作，应以年轻化、短平快、互动性强、形式新颖为特点，

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打造一堂富有内容、有温度、有

思想启示的思政课。

⑥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活动的同时，可以通过培

养创新型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方

式，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校思政工作应具有互动性强、

新颖的特点，在创新思维、引领潮流、繁荣文化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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