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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项人的工作。新时代背景下,填鸭式、说教式等传统教学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进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并且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则需要通过仪式感,网

络话语、影视文化等新时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探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途径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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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大学生接受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和

主体。从“认知”的层面来看,就是要探索如何通过更为行

之有效的途径让教育客体接收教育和熏陶。本文试图从“仪

式感”“网络话语”“影视文化”等形式思考“我们用怎样的

形式教育学生”以及回答“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入

心、入脑”；从“培育”的层面来看,就是要将新时代最前沿

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转化成学生们善于接受的形式,从而强

化契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价值观。 

1 育人途径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思想政治教育

的亲和力是什么,影响这种亲和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亲和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明确的基

本问题①。 

通过 CNKI 搜索查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2017 年讨论了近 100 篇关于“亲和

力”的文章。国内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研究说明：

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需要把握和处理思想政治教

育要素的多重因素,整体,过程和结果,内容和形式,理论和

实践。庞桂甲在《思想政治研究》中发表论文：“论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通过文献分析,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着社会思想生态变迁,信息网络媒体革命,学生主体意识

等重大挑战。为适应这些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努力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亲和力,个性亲

和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亲和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亲和力

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亲和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

吸引力,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和期望,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性。张正光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表“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有效途径”,是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提

到具体路径办法的学者,但也是从教育者本身提高理论知识

等方面进行亲和力提升,对于可以运用的实际办法没有过多

探讨。 

本文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总结和思考传统教学模式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分析新时期背景下大学生接受教育的

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特征。通过“仪式感”、“网络话语”、

“影视文化”等方式改进话语表达方式、善用高新技术手段,

丰富校外文化生活,春雨风格优化了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

最终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的亲和力。 

2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途径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关键不是思维逻辑

层面的一般演进过程,更在于将一种思维逻辑转化成为具体

的、实践的话语,进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活动中发挥话

语的能动作用。进入新时代,当代大学生认识水平不断提升,

信息来源也越来越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当随之进

行调整和创新。网络思政教育进入“通过梳理互联网思维来

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阶段②。在新的发展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除网络阵地外,

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文化进行。 

2.1 强调“仪式意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隐

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育全过程中应当注重仪式感

的体现,课堂上从大学生自身需求与社会需要统一的角度来

教育对象,关心和维护大学生的利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应注意课堂外的仪式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

生成长,成为人才的需要相结合,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成长

和成才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 

利用重大时间节点举办具有仪式感的大型学生活动,对学生

的影响和教育具有深远意义。例如西南交通大学用心用情打

造有意义有意思的学生“三大典礼”,是交大学子大学生涯

中最值得回忆的“三个时刻”,通过前期广泛征集、宣传,

通过现场互动,让每个学生参与其中,使其成为活动的主角,

提升了参与感和认同感,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③。探索打造以仪式感为核

心,认同感为目的学生活动,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2.2 运用“网络话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人格

和理论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擅用典故民谚,巧用俗文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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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诗文古句,妙用流行新句,有效地将“高大上”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转换为“接地气”的群众语言,展示出高超的语言

艺术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往往更年轻,用受众更易接

受的话语体系教育尤为重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对于

新一代大学生而言,效果表现不好,吸引力不强,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在大学生中使用不多,传播不高,曲高和寡。因此首先

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在工作中将理论话语转化为大

众话语、将口号转化为故事、将生硬的词汇转化为生动的段

子。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在新时代背

景下形成的网络文化、交流方式、网络产品、网络观念集合

的一种新兴网络话语形态,它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网络文化是现实教育的延伸和多样化的展现,

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话语行为、话语特色和价值观念

的思维方式。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展随着网络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的是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对社会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们沟通和交

流的重要手段和手段。在使用“网络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免混乱使用。在教育过程中应当正确把

握社会舆论,不明信息筛选,即时性等网络传播的特征。有效

运用特色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人格魅力和理论

素养。 

2.3 活用“影视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学过程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运用“电影文化”传达思

想政治理论知识和积极能量精神,通过多方面展示时代,把

握规律性和创造性。将“影视文化”教育点与思想政治教育

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现结合,创新与批

判相结合,实现教育的目的。通过影视文化作品将历史用直

观的方式表达出来,未来还可利用虚拟现实、幻影成像、人

机互动等新技术构建新的实践育人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活

灵活现,从而加深印象。影视文化的思想指导作用是发扬时

代的主旋律,体现社会教育的责任,充分认识影视文化,挖掘

有意义的亮点进行包装,选取适应当代社会,与现代文明相

协调的影视文化进行宣传。 

从《战狼 2》到《红海行动》再到《厉害了,我的国》

等一系列展现祖国强大的题材影视文化作品,它已成为学生

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文化生活。 随着

影视时代的到来,无论人们的意愿与否,影视文化仍然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大学生受影视文化的影响,他们主动或被动

地接受电影和电视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电影和电视文化巧

妙地融入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影视文化有升华精神、

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互动交流等作用。 

一部好的电影和电视文化是火,在思想的土地上传播和

记录,照亮了人们的心。弘扬社会的真,善,美,照亮人的前进

方向,激发人的斗志,带给人们极大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多

文化共同发展的当下,历史题材作品及影视文化也存在娱乐

化问题,在育人途径过程中应当注意在在传播文化艺术作品

时避免娱乐的倾向是不利的,并影响新一代时代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 

3 结束语 

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有很多,本文研究认为首先应当结合对象的特点,把握路径

选择,并以顶层设计为基础,构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念和方法。亲和力途径探索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部分,

通过拉进与学生的距离,建立坚定的信仰之石和思想政治教

育的活力之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教育对象尊重思想政治

教育本身及其内容,相信它并使用它。本文探索以上三种方

式来增强亲和力,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举措、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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