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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牢牢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关键在于网上网下协同互动、同向同行。文章

立足于协同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从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主

题、话语形式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新时代牢牢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方案，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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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成要素研究

□ 李 丽 李 艳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以网络话语为基

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权力关系；是以包含主导意识形

态的话语内容，采取适合网络的话语方式，进行话语

传播的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在网络空间的

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空

间的主导权与控制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包

括“话语权利”“话语权力”“话语权效”三个层面；兼

具“网络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双重性质；蕴含了

强制、灌输、说服、引领的社会力量；重点强调的是思

想政治教育在面对网络、参与网络、引导网络的过程

中所掌握的话语主导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

容、话语主题、话语形式。这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

互交织、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是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的前提、基础、核心、关键和重

点。深入分析和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

成要素，为牢牢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

具体对策，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话语主体

“话语主体”解决的是“谁在说”的问题。话语主

体的主导力和公信力是话语权生成的前提。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的内涵及存在

问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与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主体既一脉相承，又有特殊之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主体不是单一主体，而是多元综合主

体，即“主体群”，具体包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理

论宣传者、全体党员干部、网络评论员、网络新闻发

言人、网络意见领袖等。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主体因主体意识不足、责任担当意识不足、能力素

质不足，严重缺乏主导力和公信力，无法充分发挥思

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作用。如何提升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主导”，

在平等对话中的“因势利导”，在轻松互动中的“价值

引导”，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摆在我

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的主导力和公

信力

话语主体的主导力即话语主体在与话语客体互

动的过程中，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通过话语主导实

现思想主导；通过“引导”“倡导”“疏导”实现“领

导”。话语主体的公信力即话语客体对话语主体的

信任程度，即相信话语主体是传播真知、探求真理、

激浊扬清、去伪存真、披沙拣金的代言人。

1. 增强话语主体的政治性。一是话语主体要强

化自身作为网络传播“把关人”的主体意识，通过用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思想引导人的方法，牢

牢掌握网络信息控制权、传播权。二是话语主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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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作为“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定位，牢牢掌

握网络舆论引领权、主导权。三是话语主体要提升

自身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过滤器”的责任意识，扮演

好“信息接收者”“信息加工者”“信息传播者”的角

色，努力成为“去中心化”时代中的“向心力”，发挥圆

周式凝聚和辐射的作用，将网络媒介这个“最大变

量”变成“最大正能量”。

2. 增强话语主体的权威性。话语主体自身是否

具有权威性，所表达的话语内容是否具有说服力，和

话语主体的理论素养、媒介素养、阵地意识、人格魅

力息息有关。具体而言，一是话语主体应具备马克

思主义理论基础，应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伟大旗帜，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开展网上舆

论工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话语主体应增强政

治鉴别力和自觉抵抗力，提升用事实说话、用真理发

声，抢占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的能力，加强与话语客

体的交流对话、在管控分歧中增进共识。三是话语

主体应胸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摸清国际国内舆情

的形势、走势与态势，增强价值观自信，提升网络舆

情研判能力，努力成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作

为、敢于亮剑的意识形态战士；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有力宣传者和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

践行者。

二、话语客体

“话语客体”解决的是“对谁说”的问题。话语客

体的认同力、解释力是话语权生成的基础。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的内涵及存在

问题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评论员，

即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观点、表达思想、诉求利

益，不仅拥有了话语权，而且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是全体网民。网

络时代，话语客体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

动选择者，话语主体将教育内容转化为数字信息并上

传网络后，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引起话语客体的兴

奋点和关注度，取决于话语客体的参与程度。然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的思维方式正在由“信任

思维”转变为“怀疑思维”，话语客体挑战权威、其认同

力不足、领悟力不够。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的认同力和领

悟力

话语客体的认同力即话语客体面对话语主体所

传播的话语内容，真心喜欢、真诚接纳、真正践行的

程度。提升话语客体的认同力有利于话语客体紧紧

跟随话语主体的话语方向，增强自身的参与力、表达

力。话语客体的领悟力即话语客体对话语主体所传

递的话语内容的吸收、接纳、领悟程度。提升话语客

体的领悟力有利于话语客体对话语主体传递的话语

内容真懂、真信、真学、真用，增强自身的吸收力和践

行力。

1. 遵循话语客体的规律性。网络时代，信息在

生成发布、接收传递、评论转发、互动反馈等各环节

均具有规律性。遵循话语客体的规律性是提升话语

客体认同力和领悟力的前提。具体而言，一是遵循

话语客体信息传播规律，有利于话语主客体在信息

共享和互动体验中建立互信理解的良好关系，实现

由“单向线性”向“双向交互”转变。二是遵循话语客

体信息接收规律，有利于构建平等参与、民主讨论的

对话平台；营造话语客体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对话

氛围；采用新鲜活泼、形象生动的话语方式，在多元

并举与多层互动中提升话语客体的参与感和获得

感。三是遵循话语客体的情感发展规律，有利于积

极引导话语客体的情感需求，以情动情引发话语客

体积极的情感体验，实现情感共振。

2. 遵循话语客体的接受性。话语客体的心理接

受机制包括“认同、内化、践行”三个环节。遵循话语

客体的接受性是提升话语客体的认同力和领悟力的

关键。具体而言，一是在增强话语客体与环境互动

频率的基础上，找准话语双方“思想认识的共同点”，

从而形成网上统一战线，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二是在重视话语客体的实践参与基础上，求同

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找准话语双方“情感交流

的共鸣点”，使人民群众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

更多获得感。三是在主动吸纳网络上的真知灼见和

民智民意的基础上，找准话语双方“利益关系的共赢

点”，实现双赢。

三、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话语内

容的说服力和解释力是话语权生成的核心。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内涵及存在

的问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不但是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内容在网络上的呈现和转化，而且是创

新和升级，主要包括政治内容、思想内容、道德内容，

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

信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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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目前，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空泛，没有抓住“现实的人”

的“生活世界”；话语内容的说服力不足，解释力不

够，对社会公众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能够作出合

理的解释，但在进一步提出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让

社会个体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和价值目标，达到最大

限度凝聚社会意志的目的方面亟需加强。如何提升

话语内容的说服力和解释力是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说服力”的内核是“理”，话语陈述的好靠“理”，

传播得远靠“理”。话语内容的说服力即话语内容具

有对“落后”思想理论的批判力、对“错误”社会思潮

的抨击力、对话语客体思想和精神的引领力。提升

话语内容的说服力有利于话语内容立的住、叫的响、

传的远。话语内容的解释力即正面解读热点、析事

说理、排除干扰、解疑释惑的能力。话语内容对话语

客体产生困惑的社会问题的诠释性体现在一是阐明

“为什么”，二是阐明“怎么做”。提升话语内容的解

释力有利于话语客体理解话语内容、接纳话语主体、

明确话语方向、坚定理想信念。

1. 增强话语内容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创造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话语。因此，要以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为重点，勇于回答话语

客体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敏感问题。具体而

言：一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引领话语客体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二是实施中华优秀文化网上传播工

程和网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凝

聚人心、滋养社会。三是要用中国梦话语引领话语

客体将个人梦融入国家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过程中彰显个人价值、让人生出彩。

2. 增强话语内容的创新性。网络时代，信息的

“去中心化”“碎片化”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的“向心化”“系统化”决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内容要与时俱进。具体而言，一是要以话语客体关

注的当今时代的国家大事和生活琐事为素材，以社

会现实为论据，做好改革发展、经济民生成就宣传和

经济形势政策解读，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增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二是话语内容要紧跟时代

步伐、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特色，要说具有积极

导向的话语，既讲求内在的精神积聚，又讲求真切的

情感表达。三是及时补充时代话语，从话语客体的

生活中提炼新鲜话语，从网络空间中汲取流行话语，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好声音。

四、话语主题

“话语主题”解决“话语方向”的问题，话语主题

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话语权生成的关键。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题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题具体包括：围绕国

家大政方针和重大战略策划议题，做好宣传工作，引

领话语方向，占领网络舆论场；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

重大问题策划议题，分析时局、澄清利弊，阐明中国

态度和中国立场；围绕人民群众关切的主要问题策

划议题，使人民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身的关心、

关注和关怀，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根据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

动向、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向。有效设置思想政治教

育议题，有助于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流话语流行

化的过程中扩大价值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主题缺乏设计性、号召性、辐射性，

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足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失语”“失

声”“失众”，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空化”“淡

化”“边缘化”。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熟悉性与亲和性是生成吸引力的重要元素。话

语主题的吸引力即话语主体设置的话语议题是否能

够吸引话语客体的眼球，引发话语客体的心理认同，

激发话语客体的参与热情。提升话语主题的吸引力

有利于将话语主题承载的核心价值观沁入人心、使

话语客体铭记于心；有利于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

间建立话语共同体关系。话语主题的凝聚力即话语

主题对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所具有的

社会整合力量。提升话语主题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强

向心力、凝聚正能量；有利于话语客体围绕话语主题

进行广泛讨论、深入思考，画出最大同心圆；有利于

话语双方形成话语共鸣、共振、共感、共情。

1. 提升话语主题的时效性。议题策划是议题设

置的前提和基础，它明确告诉人们目前哪些是重要

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在受众不断聚焦、讨论和思

考的过程中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看法与认识。具体

而言，一是话语主体需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在关键

时刻不失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在尊重

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先预断、先谋划、先发声、先造势，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抢先一步、先入为主、先声夺人。

二是话语主体应抓住时机、把握节奏、审时度势，精

思想政治工作协同育人研究

62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 568期

2018·01

准把握话语客体的群体性脉动，聚焦聚神聚力话语

客体的关注点、兴奋点，积极研判和回应话语客体的

需求、诉求、渴求。三是话语主体应敢于话语争锋，

敢于在敏感、新鲜、复杂的议题上主动出击，发出声

音，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以理论的真理

性、先进性和彻底性征服人心，凝聚共识。

2. 提升话语主题的引领性。设计立场鲜明、观

点正确、富有吸引力和穿透力的话语主题至关重

要。所谓话语主题的引领性，就是要引导舆论朝着

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政策，符合我们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话语主体应努力实现“典型事件有碰

撞”，在倾听民意、聚合民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中实现思想引领。二是话语主体应努力实现

“理论热点有争鸣”，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思想的指

导下，精心组织网上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

传。三是话语主体应努力实现“道德价值有共鸣”，

在弘扬主旋律中实现价值引领。

五、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解决“如何说”的问题。话语方式的

亲和力和感染力是话语权生成的重点。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话语方式是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沟通的桥梁和

纽带。恰当的话语方式有利于话语主体的思想被话

语客体理解、认同、接纳、践行；有利于增进话语主客

体之间的话语共通、思想共识、心灵共振；有利于营

造“对话式”“引领式”“思想式”话语氛围。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方式包括，理论话语、政治话语、权力

话语、文本话语、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实

践话语。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以“灌输

式”“控制式”“权威式”为主，以抽象化、概念化、学术

化为突出特点，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

视觉冲击力、情感震撼力和思想感染力严重不足，导

致网络负面信息呈放大效应、网络舆论引导力式微，

亟需加强和改进。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话语方式的亲和力即话语主体结合话语客体的

心理接受机制，尽可能使话语内容可亲、可爱，从而

实现话语客体对话语内容主动趋近、积极悦纳、高度

认可的目标旨趣。提升话语方式的亲和力有利于增

强话语内容的可看性、可亲性、可领会性。话语方式

的感染力即话语主体根据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尽

可能使话语内容有情、有趣，从而实现话语客体被话

语内容深深感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旨趣。

提升话语方式的感染力有利于原本刻板的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内容情感化，以情动人，形成话语说服。

1. 强化话语方式的转换性。话语方式不仅是表

达方式，而且它反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即能否以清

晰明白的语言实事求是地表达现实社会问题和我们

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1]具体而言，一是变静

态话语为动态话语，即充分发挥网络图、文、声、像于

一体的立体式传播优势，用新鲜活泼、形象生动和具

有强烈感官刺激的图像、视频让承载主流意识形态

的场景“动”起来、报道“亮”起来、思想“跳”起来，实

现概念有生活、历史有生命、现实接地气的理想效

果。二是变传统话语为网言网语，即采用话语客体

易于接受的形式多样、题材新颖、简单明快的话语方

式，在可亲可敬上做文章，在入脑入心上下功夫，如

说亲切的中国话、说通俗的大众话、说话语客体关心

的大实话。三是变说理话语为情感话语，充分渗透

情感、注重激发情感、融入积极情感，使传播话语既有

思想、有品质，又有温度、有温情，从而走出“有理说不

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多重话语困境。

2. 强化话语方式的丰富性。话语客体只有理解

理论，才有可能相信理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摒

弃概念化、理论化、程序化的弊端，应坚持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网络语言、网络传播模式结合起来，既要

以真实的、生动形象的、贴合实际的、亲切易懂的言

语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还要

改变以往长篇大论的叙述形式，以简短精悍的言语

直击理论精髓，直接震撼人心。具体而言，一是将教

育话语升级为故事话语，讲真、讲实、讲好、讲活、讲

深中国故事、中国情怀，实现“故事好听、内容好看，

读者好多”的效果。二是将学理话语升级为大众话

语，要学会运用群众生活化话语来表达深刻道理，运

用群众想用、正在用、喜欢用的话语符号说出群众想

听、愿意听、听得懂的话，使双方在坦诚交流中建构

价值共鸣。三是将单一话语升级为组合话语，实现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相通、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相

辅、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相融、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

话语相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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