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0 

Education Research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地建设——以《湖大青年传媒》为 
例 
 
何莎  李子怡 
湖南大学 
DOI:10.32629/er.v3i4.2638 
 
[摘  要] 在当下融合媒体和网络传播共同作用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共同促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新媒体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载体和新场域,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新常态。新环境下,校园网络阵地在思政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以湖大青年传媒为例,致力于以新媒体为载体和手段推动思政工作的改革创新,始终以建设成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并存的新时

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地为目标。累计粉丝数量突破20万,覆盖人数达40000余人,影响力强,受众面广,对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地的建

设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辐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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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为拓展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指明了方向。融合媒体和网络传播共同作用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共

同促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新媒体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新载体和新场域
[1]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

新常态
[2]
。新形势下,媒体融合的网络已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必须争夺的前沿主阵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传统思政工作的

优势和旧的媒体传播模式的长处之后,必然要对原有的思政工作进行突

破和创新
[3]
。 

新环境下,校园新媒体在思政工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湖南大

学的校园融媒体宣传平台湖大青年传媒,致力于以新媒体为载体和手段推

动思政工作的改革创新,始终以建设成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

并存的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地为目标。累计粉丝数量突破20万,

覆盖人数达40000余人,影响力强,受众面广,对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

领阵地的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辐射、推广意义。 

1 新时代大学生新媒体应用的现状 

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强势覆盖,以其即时性与实效性,数字化与

交互性特点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
[4]
。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既加速了思想的交流交锋交融,暴露出大学生网络素养缺乏等现

实问题,又解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话语体系”,逐渐形成了思

想文化相角逐的新环境。高校网络思政工作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

形势
[5]
。 

1.1新媒体强势覆盖,大学生网络素养缺乏 

进入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卷入互联网的巨大浪潮中。据调查,截至2018

年12月底,我国使用互联网的人口中学生人数以25.4%的比例居第一。相较

于其它学生群体,高校大学生知识需求多、受教育程度高,更具有使用新媒

体的能力。然而,大学生所呈现出的网络素养却有待提升。 

1.2信息化时代来临,教育者话语体系多元 

新媒体信息的多元化与多侧面化,使大学生不再拘束于刻板保守的传

统教育话语体系,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多元多样化。话语体系的多元化还有

效缓解了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精神懈怠现象,有利于为青年学生提升自身思

想素质、从内部激发自身积极接受思政教育的思政教育内驱力。 

2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的定位与诉求 

校园新媒体身负建设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阵地的重任,应对自身发展目

标与诉求进行精准的定位,以网络媒体为载体,深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

律,对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建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深入,成为以引

领思想为核心、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以网络媒体为载体、以入脑入心为目

标的校园新媒体,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2.1以引领思想为核心,以服务学生为中心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应牢牢把握方向,明确目标。一是要建设以

思想引领为核心的传播矩阵,加强思政内容联动,将思政内容传播从专注

文字化扩展到文字、视觉共同发展。二是要明晰服务学生的目的。校园新

媒体应汇聚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形式与内容,搭建起老师指导、学

生全程进行自我管理的新阵地,成为高校校园信息的集散地,成为引领大

学生思想的一面旗帜。 

2.2以网络媒体为载体,以入脑入心为目标 

一是要将新媒体为现阶段载体形式,通过平台优势及出版物的层次架

构,充分发挥出新媒体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强、时效性快的巨大

优势,借用网络媒介成为向内对大学生传递新时代优秀文化的思想引领阵

地。二是要始终坚持思政入脑入心的宣传目标。利用新媒体特性,多方面、

多维度引领学生思潮。 

3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的平台搭建 

平台搭建是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中的重要一环。新时代网络思政

教育阵地应打造全面、快捷、准确的校园信息服务,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搭建高效运转、部门协同、品牌多样、特色鲜明的新时代立体化校园新媒

体平台。 

3.1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划分清晰 

历经多年发展,湖大青年传媒下设的部门分别是：新媒体运营中心、

新闻采编中心、视觉中心、青年发展中心。新媒体运营中心分设微信部、

微博部、QQ部、技术部,分管不同平台的运营工作和技术研发；新闻采

编中心分设记者团、热点部、采编部、财院部,负责日常稿件内容的生

产；视觉中心下设摄影部、摄像部、技术部,负责湖大青年传媒的视觉记

录工作；青年发展中心集湖大青年传媒品牌活动策划、组织、承办、宣传

和湖青内部组织工作为一体。 

3.2线上线下发力,坚持品牌战略 

湖大青年传媒坚持品牌战略,聚焦活动的孵化、推广和渠道建设,最大

程度实现了与学术、广告等社会资源的对接与整合。湖大青年传媒广泛开

展了多次理论学习研讨、主题教育和实践宣讲活动,吸引了湖大学子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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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在丰富课余、涵养志趣、提升素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3.3形成传媒品牌,构建立体结构 

在湖大青年传媒设立《湖大青年》杂志、《湖大青年报》、湖大青年电

子杂志《广场》三类纸质媒介,同时抢抓时代机遇,依托微信、QQ、微博等

构建立体化传播结构。 

4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的内容生产 

为抢占网络育人新高地,湖大青年传媒将思政教育与互联网充分结合,

增强时代感、吸引力。湖大青年传媒以公众平台为主体,组建了一支专业

的网络思政队伍进行运营与管理。 

4.1主题鲜明,贴近时代；同频共振,聚合传播 

湖大青年传媒深度挖掘时代感强的鲜活内容,以新媒体思维“精耕细

作”,以小故事阐述大道理、以小话题回应大主题,做好价值引领和典型引

领。“斜杠青年”、“支教行”以及“青春告白祖国”、“优秀共青团工作者

掠影”等专题,均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湖大青年传媒还创新互动方式。

开通师生留言、讨论功能,将内容积极、语言生动、表达清晰的留言以推

荐、置顶等方式展示精彩发言,形成师生良性互动。 

4.2内容精品,话语凝练；拓宽视野,充实阵地 

湖大青年传媒不断提升网络思政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主推校园资

讯类、时事热点类、人物专访类、点评类、活动宣传类、趣味类等稿件,

力求思政话语内容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同时,湖大青年传媒充分运用

新媒体思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用正确、积极、健康的内容形式充

实网络阵地,加强网络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5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阵地的延伸和思考 

湖大青年传媒始终以建成影响力强、受众面广的新时代网络思政教

育阵地为目标。累计粉丝数量突破20万,覆盖人数达40000余人。微信公

众平台共有40344粉丝,2019全年累计阅读量达16W,累计点赞数4241,平

均阅读量700+,推文总字数共计约38W,传播力超过77.39%的公众号。还

荣获红枫大学生记者节“十佳校园媒体”称号,主编连续9年当选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执行主席。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

湖南学联、湖南卫视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湖大青年传媒作

为高校思政教育阵地建设的成功案例,具有丰富的网络思政平台搭建、

内容生产的经验。 

5.1抓住思政教育灵魂,奏响网络育人强音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阵地建设的前提是抓住思政教育灵魂,奏响网络

育人强音。湖大青年传媒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和办网灵魂,积极应对意识形态工作新挑战,发展壮大网络思政

力量。不仅开设了“百年五四”、“科普”、“风云回顾”等专栏来营造思政

育人氛围,还推出了大量贴近现实、走向时代的优质稿件,只有在实践中体

现时代感召、贴近热点生活、弘扬先进思想与优秀文化、注入青春气息,

才能唱响新时代网络思政育人主旋律。 

5.2培育现代媒体思维,改进信息传播方法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阵地建设的关键是要培育新媒体思维,改进信息

传播方法。要提高运用网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能力,把握好新时

代网络思政教育的内涵要求,湖大青年传媒探索和实践了网络思政教育

的表达手段、呈现方式、文学特性,学会用具有青年性特征的传播方法,

做好各项新媒体平台的建设工作,形成别具特色的方法体系,凝聚力和

吸引力不断增强。通过利用新媒体的各种特性和优势,湖大青年传媒实

现了文字、图片、视频、H5的联动打造,如阅读量8000+、在看人数300+

的精品稿件《长沙十二时辰》采用横屏排版的新媒体手段来呈现出青年

学生乐于接受的内容。 

5.3强化公众平台功能,统筹布局有效资源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阵地建设的重点一是要强化公众平台功能。2019

年11月湖大青年传媒“校园微信公众号用户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信息查

询、活动抢票等功能类板块以93.82%的投票率成为最受欢迎的板块,说

明单纯的内容输出是不够的,还需要整合资源以强化思政传播平台的功

能性。湖大青年传媒依托校园资源优势,把握契机,推出《湖青抢票|鲁

豫有约,你准备好了吗》等功能渠道。阵地建设的重点二是要统筹布局

有效资源
[6]
。 

6 结束语 

总的来时,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地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宣

传平台,是思想引领的新时代思政工作网络育人主阵地,具有发布信息、交

流经验、集纳资源、提供服务等重要功能。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引领阵

地建设应当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真正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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