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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论析

——基于对“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问题的探讨

 富 旭1，2 侯劭勋2

（1．上海大学 学生工作办公室，上海 200444 ；

2．上海开放大学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00后”大学生被称作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媒介应用的大众化、普及化不断冲击

和影响着“00后”青年学生群体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主客体关系的疏离化、主流价值传播的轻质化以及话语引导机制的边缘化等新问题。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应及时把握“00后”大学生群体媒介化生存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的基于媒介化

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从空间体系、引导体系、形象体系三个方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媒

介化建构的实践路径，为解决媒介化生存引发的“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问题提供有

效方法和破解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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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已经全面进入“00后”时代。相

比“90后”的互联网原住民，“00后”大学生则被称

作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成长与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相生相随。根据相关调研数据，“00后新

生在‘你来报到，哪三样东西是最有价值或最不可

缺少’的问卷调查中显示：60%的人写了手机，30%

为电脑”。[1]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与更

新，媒介应用的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对“00后”大

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以及行为认知产生

了强烈的冲击。“00后”新生代群体思想意识、行为

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养成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引导与规范。因此，如何把握“00后”大学生群

体媒介化生存的特点和规律，深刻剖析媒介化生存

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探索新的基于

媒介化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

育媒介化建构的实践路径，已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

一、媒介化生存引发“00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问题

媒介化生存环境下，各类智能化、碎片化、拟

态化的新媒介载体的应用加深了日常生活的媒介

依赖性，导致人际交往的虚拟化、信息选择的工

具化、传播沟通的符号化，进而极大地增强了“00

后”大学生群体在认识自我与认识社会过程中的流

变系数，并由此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客体关

系的疏离化、主流价值传播的轻质化以及话语引导

机制的边缘化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主体间性在虚拟社交与媒介文化的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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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中“失衡”

媒介化生存环境下，虚拟与现实空间的界限逐

渐模糊，“00后”大学生群体更喜欢通过虚拟社交

的方式进行人际互动。由于媒介文化传播的圈层效

应，网络空间的表达与交流不再有“死角”，使得

“00后”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能够以多元化的形象

角色实现“缺场交往”。例如，“语C”是“00后”群体

日常交往中流行的一种虚拟沟通行为，意为“语言

cosplay”，是利用网络平台，以文字描写来表达设

定的背景、动作、语言、心理活动等，与其他用户

互动的网络文字扮演游戏。“语C”的本质是通过语

言上的模仿来描述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它之所以

深受“00后”群体喜爱，关键在于虚拟身份与虚拟

环境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能够满足完全自主、自由

式的交往需求。在虚拟场域的日常交往中，“00后”

群体的沟通方式具有极强的场景适配性和遮蔽性，

可以援引各类亚文化元素呈现出多样态的自我，并

通过网络互动衍生出更多的虚拟身份。因此，仅仅

通过观察与问询方式可能已经无法对“00后”大学

生群体的思想行为状况形成真实有效的评价，进而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主体”之间将呈现出一种虚实交

错、和而不同的非平衡格局，相互之间很难进行实

质性的心灵触碰和思想交流，从而导致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最基本的互动关系无法定位和聚焦。

2．价值认同在技术赋权与工具理性的相互建

构中“失控”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一种在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之间进行的一场价值观的传播活动，是受教育

者对教育者所给出的价值观在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

的‘共识’, 进而产生认同。”[2]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分

析，价值认同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获

取信息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者的个体感

知与判断。而在“00后”大学生群体的媒介化生存环

境中，信息获取的方式和途径已经完全被各类媒介

应用所取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00后”大学生

偏好指数最高的APP应用有“超级课程表”、“百词

斩”、“网易云音乐”、“百度网盘”、“哔哩哔哩网站”

等，其中很多APP应用都具有个性资讯推荐、信

息智能推送和兴趣标签过滤功能，甚至能由人工智

能帮助搭建人际关系、创造虚拟交往环境。由此可

见，“00后”群体对社会信息的认知与了解可以说是

基于技术赋权的一种媒介感知与映射。然而，全面

的媒介化可能带来异化风险，各类社会思潮、亚文

化元素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呈现到感官系统中

来，造成人们价值选择的迷失与茫然。与此同时，

媒介依赖性还助长了工具理性的过度化倾向，加剧

了媒介的支配力量，进而影响“00后”群体在价值

与行为的建构关系中逐渐分化。例如，“扩列”是“00

后”群体的一种利用技术扩张手段实现网络社交最

大化的行为，这种交友方式不是基于实质性的感情

沟通，而是单纯地“以量取胜”，好友数量越多，越

能彰显个性化身份的认可度。在此过程中，工具理

性取代了价值选择，人们在交往中只注重目的，不

注重意义，导致短期行为和实用主义的膨胀。

3．话语引导在个性表达与聚类传播的相互映

射中“失声”

在媒介化传播环境中，“00后”大学生群体中

拼音缩写形式的“暗语文化”，如“skr”、“xswl”、

“zqsg”等，已成为新的话语流行方式，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沟通体系必然面临“不能沟通”与“无话可讲”

的“失声”危机。虽然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年群体的一

种次生文化现象在以往并不罕见，但是“00后”群

体的“暗语文化”跟传统的网络热词不同，其生成环

境主要来自短视频、“粉丝”群以及网络综艺弹幕等

媒介化互动空间，而且形式上更加抽象化和空心

化。与此同时，“00后”大学生群体之所以热衷使用

这些看似怪诞的“符号”，一方面是自我标榜，彰显

个性化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在个性表达的同时

也在“呼唤”更多的同伴响应，并能够与“扩列”相结

合形成圈群化的文化共同体，在此传播过程中增强

群体认同感。“暗语文化”在“00后”群体中似已成

为交往中的潜规则，不仅用于引发同伴关注，同时

也是一种身份识别。但是，这样一种文化规则并没

有价值观元素的支撑，具有极强的自由性、碎片性

和无意识性，其中的文化裹挟、社会思潮的渗透更

是经常处于不可控的状态，从而导致各种解构、恶

搞。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引导

的介入也存在壁垒，同时由于媒介融合效应导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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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化的沟通可以隐匿于图像、声音、游戏等介质中

进行病毒式的扩散传播，反而使得传统的对话式、

文本式的沟通在铺天盖地的符号弹幕中显得苍白无

力，甚至会引发反权威式的舆情，导致主流文化被

排斥，主流话语权被消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的内涵

与意义

媒介化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冲击与挑战的

根源主要在于人与媒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出现了异化现象。然而，在剖析风险问题的同时，

客观上也挖掘出媒介化进程在影响人的认知结构、

行为习惯以及文化传播形态方面的变革性力量。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思想上的教育

和引导来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使人们的思想行为

符合社会倡导的价值规范，因而媒介化进程中变革

性的力量也能成为一种用于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困境的有效手段。基于此，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

化建构的目标性、功能性以及价值性问题的探讨将

更具有现实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的目标性

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必须立足于人的全面

发展，要让教育对象在思想、心理、行为上有所收

获，进而产生持续的、积极的、正向的成长发展动

力。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需要实现三个维度的目

标：一是基于媒介认知的思想引导。要引导大学生对

于媒介技术、媒介空间以及媒介应用有一个客观全

面的认识。大学生要处理好个人与媒介、与社会的关

系，科学地认识媒介、使用媒介，真正成为媒介的

主人，而不是变成被控制和异化的“器物”。同时，从

媒介素养的角度，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培育新时代网络观，鼓励大学生善于利用媒介技术

优势，在改造自身和影响社会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

作用。二是基于媒介环境的心理引导。要充分考虑到

当前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信息复杂性、舆论多变性以

及各类社会思潮的渗透性，提高大学生的信息鉴别

能力，以及甄别和处理舆情应对问题的心理素质。三

是基于媒介文化的行为引导。通过媒介形象的传播优

势积极倡导主流文化、繁荣高雅文化，为提升大学

生的媒介素养提供文化营养，为大学生的成长营造

可信赖的、协调共生的媒介文化环境。

2．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的功能性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

效能和它的社会作用。结合媒介功能特点，思想政

治教育的媒介化建构，将发挥三个方面的功能：一

是通过媒介整合，强化资源集聚。依托媒介传播的

跨界性，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手段和载体不断丰富，

如可以利用VR技术、AI技术将社会各类文化资源整

合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在不同平台实现教育内

容的组合、配置、共享。二是通过媒介渗透，强化

价值引领。媒介化社会是虚拟与现实多重融合的空

间，只有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媒介应用中，才能广

泛全面地渗透到媒介化空间的话语互动、行动体验、

环境营造中来，实现有效的介入和引导。三是通过

媒介转化，创新话语体系。媒介技术极大地降低了

人类生产和传播信息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心理

成本，在碎片化、感性化的传播环境中，思想政治

教育的话语体系可以化整为零，以更简洁、生动、

形象的传播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媒介融

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有效手段。

3．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的价值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

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在思想政治教

育媒介化建构的目标性和功能性维度上，其价值

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共

融。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化建构实现了大学生成长

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它既是为社会培养具有

媒介素养的优秀人才的内在需要，同时又是将个

人发展与政治社会化相结合的重要价值体现。二

是虚拟与现实的价值共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

化建构是连接虚拟与现实空间的有效途径，是解

决思想引导、行为规范和文化传播在虚拟与现实

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支撑的价值纽带。三是个性

与共性的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化建构

能够彰显媒介多元性的文化张力，同时也由于新

媒体去中心化、扁平化的传播特点，生成了分众

化的个性圈群，进而能够激活教育对象的媒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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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又可以在群体聚类后被主流意识形态引导

和规训，实现主流文化由点到面的价值引领。

三、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化建构的路径

1．优化媒介空间体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性

在媒介化生存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

的问题在于如何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这就需要

从媒介空间的构成要素入手，发挥媒介资源整合

功能，搭建媒介要素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之间的关

联平台，融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空间，实现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载体之间的协

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教育对

象的“00后”大学生群体，他们善于在不同平台上

展示自我的形象。特别是从“语C”现象可以看出，

他们具有强烈的形象管理意识和更加主动的群体认

同倾向。因此，面向“00后”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

教育，要通过媒介平台整合资源，搭建和创造以兴

趣为导向的群体展示性活动载体，使传统的主题教

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利用媒介空间的展示和传播

优势实现主流价值的引领。

2．激活媒介引导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感

召力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个体发展和享用功能体现

在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满足精神需求等

方面。因此，针对“0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立足于大学生精神层面的价值引导，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00后”对朋辈社交具有天生

的渴求，他们希望在群体中尽可能多地展现自己的

兴趣喜好，从他们的“扩列”行为也可以观察到这一

特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人际交往的

方式方法至关重要。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媒介素养

教育，设计各种生活化的虚拟情景进行案例教学和

引导，提供微博、微信等专业化的新媒介平台开展

实践活动，通过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来强化大学生的

公共精神，使他们在网络公共生活中形成对于公共

价值和准则规范的认同并自觉遵守和执行，进而更

好地在实践中促进道德认知、反思媒介伦理；另一

方面，通过培养“00后”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

加强朋辈引导，在“00后”群体聚集的贴吧、QQ空

间等媒介空间中挖掘骨干、培养骨干、锻炼骨干，

打造一支媒介素养过硬、媒介心理成熟、媒介技能

全面的学生明星团队，引领与激活媒介空间正能

量，用“00后”大学生群际沟通方式进行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更好地凝聚群体共识，推动“00后”大

学生在网络社会治理与自我成长的调适互动中实现

个性发展和群体进步。

3．塑造媒介形象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

面向“00后”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更多地运用形象思维，将媒介互动元素与主流文化

相结合，以增强体验感、带入感和即视感。与此同

时，对于“00后”大学生群体而言，其崇尚的虚拟

社交形成的文化印象是他们特有的思维定式，因

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媒介空间的传播形象必须做

到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既“赏心悦目”，又“走心合

意”，这样才易于为“00后”大学生群体所接受，进

而实现由感性认识内化为价值认同。例如，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给90后讲讲马克思》系

列音频党课就是基于阿基米德FM网络广播平台策

划的，“每期音频短短数分钟，通过一个个小故事

娓娓道来，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同时配有文字大

纲和幽默漫画，让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有

了‘追网剧’的感觉”。这种将理论知识学习主题化、

情感化的方式，使得受众群体的第一印象不是课程

学习，而是开启了一段形象的故事欣赏和体验经

历。由此可见，媒介形象建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不仅是一种内容传播与引导策略，更是一种新

的内容感知方式和学习体验模式，能够通过艺术形

象、生活形象、虚拟形象达到情融于理和理融于情

的统一，从而增强思想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实现传

统灌输式教育向体验式、互动式教育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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