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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詹志华  董  皓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16] 
 
[摘  要]  共有媒体舆情改变了传统舆情“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吸引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众多

参与者。这种鼓励“参与和分享”的舆情共建体系参与高、影响大，将其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结合能提高

学生的课堂参与，增进教学实效。但不当的结合却会造成理论弱化、学生情感异化等弊端，反而对高校

思政课不利。因此，有必要在正确分析共有媒体舆情的现状和对高校思政课的影响基础上，探讨合理结

合和改善教学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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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

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 
统[1]。共有媒体舆情是借助移动互联设备，通过大

众参与和互动，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社情民意。共

有媒体舆情的出现，使网络舆情对思想政治教育双

刃剑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课（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厘清共有媒体舆情对

高校思政课的影响，探讨妥善处理二者关系之对策，

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

重要作用。 

一、共有媒体舆情的现状 

（一）共有媒体舆情的参与度高，影响面广 
共有媒体的出现带来了舆情形成和传播模式的

巨大变革。它使用户在舆情中的角色由单纯的受众

转变为了主动的创造者，通过鼓励“参与和分享”

的共建体系改变了传统由权威机构或信息发布者集

中控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舆情传播模式，充分

调度和利用集体智能，完成了舆情“话语权”由精

英向所有社会大众的扩散。 
共有媒体大大增加了舆情的时效性，将虚拟性

和现实感做了很好的结合。在个体化互动的舆论空

间，小到坊间琐事大到国际争端，只要“有看点”

就会立马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自发地关注事件，

或悄无声息地点击、转发，或写下长短不一、嬉笑

怒骂的跟帖留言。在这个由用户言论构筑起的庞杂

舆论空间中，不论多么细小的事或是不起眼的人，

也许只是一小段文字或是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不断

发掘细节，成为新的舆论热点[2]，无形中又会吸引

了更多人持续地关注。极高的公众参与热情使共有

媒体舆情对事件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

民生、司法、反腐败等社会热点问题更容易成为舆

情的敏感点。如2013年“张家川少年发帖被刑拘”

事件的始末及后续的“张家川发帖被拘少年称被赶

出学校”事件都受到了舆论的持续关注，一度成为

网络上一个舆情热度较高的热点事件，网友对“发

帖刑拘”事件的“围观”甚至还牵出“公安局长有

案在身”和“张家川县豪华行政楼”等引申热点。

仅“退学事件”当天的相关网络新闻就超过200篇，

相关微博则超过5.7万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

事人最终“可以重返学校学习”[3]。由此可见，共

有媒体舆情的导向足以影响到事件发展和处理结果。 
（二）共有媒体舆情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共有媒体用户虽然以虚拟的形式参与舆情互

动，但关注或希望解决的事情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

存在的事件。由于我国社会目前处于深刻的转型期

和利益调整波动较大的时期，涉及公民维权、公权

监督、社会道德、法治公平等重大社会问题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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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现实生活中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非实名的形式

下，会抛弃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束缚进行一些自由的

表达，其中不乏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地位

人们的真知灼见。共有媒体实际上营造出了一个“去

中心”但互相监督的“舆论广场”，来自不同方面的

陈述、思想和认识会被迅速搅拌、对冲，“形成建立

在个人意志与群体共识之上的公共交往，最终形成

多层次言论、思想、行为的公共影响，从而构建出

由虚拟插入现实的公共领域”[4]，在网民日益增多

的今天，可为各级政府进行决策的有力参考。数字

化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优势也有助于决策者减少

舆论传播的中间环节，更快、更全面地了解民意。 
（三）共有媒体舆情具有消极的作用 
共有媒体的初衷是鼓励集体智能的汇聚，但在

现实中却常有偏差。首先，参与者随时随地的随性

表达免不了会制造出一些与事件毫无关系的“信息

垃圾”，在这信息爆炸的年代无异于为接近事实的真

像制造了巨大障碍。其次，尽管“广场式”的舆论

环境能起到监督言论真实性的作用，却也有一定的

滞后性。共有媒体的舆论组织形式在广开言路、尊

重自由表达的同时也给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或敌对势

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容易形成意见集群。由

于人们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有限，加上选择信息和

建立联系时会夹杂着个人喜好，这就导致了看似观

点荟萃的共有媒体舆情实际上却极易形成以立场观

点划分的不同意见群体，出现了严重的“群体极化”

倾向，排斥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对异见者诽谤和谩

骂。这种极化容易产生社会的离心力，不利于团结

人心。 

二、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的影响 

共有媒体的发展不仅使舆情的参与变得更加自

由便捷，还为学习和信息获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共有媒体普及的过程中也将大批高校师生纳入其

中，成为舆情的制造者或参与者，这无疑对高校思

政课有着深远影响。 
（一）共有媒体舆情为高校思政课提供机遇 
将具有很强时效性的共有媒体舆情内容与高校

思政课相结合，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可以

同时激发教与学的热情，对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实效

性有诸多裨益。 
首先，可以为思政课提供丰富的资源。在思政

课的教学过程中，适当列举案例能帮助学生理解理

论、启发思维，提升课堂参与性。虽然在高校思政

课的教材中不乏丰富的实例，但随着编写和出版年

代的日渐久远，相应的实例常常是滞后的，难以引

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而共有媒体舆情恰能为高校思

政课提供大量鲜活案例，如每年的“道德模范”和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以及当下网络舆情中的热点

事件都可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其次，可以拓展思政课教师的视野。高校思政

课教师担负着塑造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崇高使命，这

对教师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

不仅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高尚的职业

道德，更要通过不断关注时事，丰富社会经验来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而共有媒体舆情一定程度上是

当下社会热点、创新理论和政策导向的反映，能够

帮助高校思政课教师拓宽知识面、更新教学观念以

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给高校思政课堂带来的变化。 
再次，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大学生是共有媒体用户的构成主体，同时还是未来

社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他们掌握了较高

的科学文化知识。在课业之余参与共有媒体舆情能

方便快捷地了解社会热点事件和舆论导向，培养大

学生敢于表达、平等交流的处事态度和社会主人翁

意识，更有助于其活用课堂知识，进行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的实践，使思政理论不至成为空中楼阁。大

学生也会在参与共有媒体舆情的过程中，加深对课

堂所学思政理论的体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由

课堂内延伸至课堂外，为探索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新

模式提供可行性思路。 
（二）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提出挑战 
当然，在肯定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有诸

多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其组织

和传播特点，客观上也对大学生的成长和高校思政

课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容易造成大学生情感异化，增加思政课

的教学难度。共有媒体舆情使大学生接收信息量暴

增而眼界大开的同时，也拉平了现实生活中个体的

情感差异。当“信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

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之上后，我们注意力的

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搜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

篇。我们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

面那智慧的感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的意义

便越少。”[5]大学生尤其容易沉迷于这种舆情互动，

占用所有闲暇时间甚至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却在

海量信息的浸染中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或

对许多原本能引起人们强烈情感共鸣的舆论，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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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怪不怪。大学生多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是性

格形成的重要阶段，有着很强的可塑性，但这种舆

论参与易造成他们情感异化、自我迷失。长此以往，

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将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有得

于心”和“内化于行”更是无从谈起，这给高校思

政课造成了新的难点。 
其次，负面道德影响不利于青年学生成长。虚

拟的互动给主体带来了空前强烈的个性与思想的解

放，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极大自由，同时也把人引进

了道德和法律暂未光照到的空场中，使平等的自由

表达很容易滑向了“主体膨胀”。人们容易在自我膨

胀的状态下部分甚至完全丧失现实中应有的理性，

自以为是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道

德审判，而实质上这是一种“网络暴力现象”。如“初

中生丁某某在埃及神庙浮雕上涂鸦”的事件被部分

网民过度处理，干扰了丁某某家庭和所在学校的正

常工作生活，带给他们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本以道

德为出发点并打着道德旗号的行为最终走向反面。

此外，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共有媒体舆情的影响下，

大学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侵蚀，这对大学生的

自身成长和社会发展都有严重的副作用。如2014年
初，东莞的扫黄打非行动本是正义之举，却被一些

人以娱乐心态看待，质疑甚至嘲弄。这些不良的道

德引导极易造成大学生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甚至

以丑为美，这显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

而驰，大大加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课堂教

育的任务。 
再次，对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共

有媒体舆情出现和普及造成的影响，高校思政课堂

也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改变。承担高校思政课教学

任务的教师对自身的要求不能再停留在“教书匠”

的定位上，除了要求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将思想政

治教育所要传递的思想和理论讲完、讲透，更要讲

好。讲好思政课必然地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热点、

授课方式新颖等诸多具体方面的构成因素，给高校

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高校思政课

教师的备课量，教学模式也相应地有了改变的需求。

共有媒体实现了人与人“随时随地的互动”，这种交

流方式被普遍接受也使传统高校思政课“课堂灌

输”、“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居高临下”的授课模

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节奏，难以继续提起学生的兴

趣，甚至容易让学生产生本能的抵触，虽身在课堂，

心思和行动上却在参与舆情互动，使高校思政课教

育流于形式。 

三、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影响的对

策思考 

诚然，共有媒体舆情大大丰富了高校思政课的

内容和手段，但也极易对大学生群体产生负面影响，

进而对高校思政课提出了新的难题和挑战。因此，

积极寻找应对策略并不断探索高校思政课教育的新

模式势在必行。 
（一）树立自信，明确思政课的重要性 
树立自信是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

提出的要求。树立自信，首先是树立对所教授课程

其内在理论和逻辑的自信，对思政理论解释力的自

信和发展性的自信。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教

学模式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却也容易走入实例堆砌，

弱化理论的误区。需要明确的是，新环境下的高校

思政课并非是要弱化理论教育，反倒是要用新的形

式和手段加强理论教育，用共有媒体舆情提供的现

实案例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感悟。教师的理论自信

还应体现在其参与共有媒体舆情、选择教学案例的

过程中，面对共有媒体舆论环境的复杂性，能够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明辨是非，自

觉抵御侵蚀。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高校思政课对整个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来说作用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应该

更为必要和重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课堂教

学形成场域所给人的激励和启发是虚拟空间难以替

代的。课堂教学的氛围更容易地使在场者认真、投

入、持续地思考，“正如我们知道柏拉图与他的弟子

们在学院树荫下散步间的争论才有了理想国的千年

追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中国书院的问道求

索不断铸造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名士干将”[6]。

相比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舆论碰撞偶尔闪现出智慧的

火花，课堂的紧凑和凝练更有利于话题的相对聚拢

和深入挖掘。 
（二）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模式 
“人文教育效果不明显，思政课学生不爱听”

成为了许多思政工作者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这

种现象的产生背后有诸多因素，其中与人对科技的

异化不无关系。共有媒体和搜索引擎给大学生造成

了“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的假象，却在阅读量激

增之余压缩了对事物本身意义的思考。教师也常受

制于这种异化，借助多媒体等使教学形式更为新颖

之余弱化了对课堂组织技巧和所教授知识点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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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如幻灯片在提醒教师课堂思路的同时也限制了

其现场互动时新灵感的迸发。一节思政课若在一场

“视听盛宴”之后戛然而止，没有引导学生思考和

交流，效果毕竟是有限的，也容易给学生带来审美

疲劳。 
创新教学模式，不仅需要把共有媒体舆情的实

例带进思政课堂，还需要更为深入地模仿共有媒体

的传播形式，鼓励发言、尊重言论。传统的教室座

位基本是按照面对讲台横、竖排方式设计的。它假

定处处均匀，没有任何位子有特殊之处，老师在高

处讲学生在座位上听的空间分布，无形中也造成了

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交流鸿沟[7]。共有媒体舆情

是以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为个体之间

平等的交流建立了良好的空间架构。高校思政课堂

的改革亦可以参考这种架构，对学生进行“圆桌型”

的空间摆设或鼓励教师走到学生中间去，做好话题

引导，“挑起”话题，“逼”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想

法或进行思想交锋，最后再进行结合理论的总结，

既能做到将共有媒体舆情和课堂教学两种模式优点

的结合，也为因材施教做好了前提准备。 
创新教学模式，还可以逐步探索将高校思政课

与共有媒体直接结合。高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可探索将部分课时或部分专业班级的思政课与共有

媒体舆情做直接结合，如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话题

让学生参与网上讨论，模拟共有媒体舆情发生发展

的过程，一方面为专题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实证数

据，另一方面也能成为课堂剖析的典型案例。学生

在亲身体验之后也会对理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更

容易使思政教育的成果内化于心。 
（三）因势利导，发挥理论教育优势 
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往往有着令人信服的魅

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组

成部分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不论社会和舆论环

境如何变化，将这些理论讲清楚、讲明白是思政课

长期以来不变的基本任务。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得出

令人信服的回答，甚至能主动在课堂上回击和解答

舆情中夹杂的偏见和质疑。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师

可根据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社会需求，摈

弃生硬的说教，将思政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传统修养论相结合进行道德教育，用情感熏陶培

养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塑造健全人格。

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能够了解和参与共有媒体舆

情。一方面教师通过经常性地关注，收集积累时下

最新的与高校思政课紧密结合的舆论素材；另一方

面教师通过亲身参与掌握共有媒体舆情的发生、发

展规律，了解学生关心什么、困惑什么，在参与的

过程中还应发挥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敏锐性和理论优

势，在网络空间“主动导帖、积极跟帖、善于劝帖、

注意收帖、适时结帖”[8]，积极适度地进行课堂外

的教育和引导。 
当然，思政课并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

应对共有媒体舆情对高校思政课的影响，课堂教学

之外的努力也并不可少。在教学方面，应保证高校

思政课合理的课时数量，这是保证思想政治课教学

效果的直接前提；在管理方面，不能将抵制不良舆

情对学生思想冲击的任务全部压在思政课上，应进

行综合治理，在不妨碍学生合理诉求表达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言论管控，尽可能地减少有害言论污染

清净纯洁的校园环境。共有媒体使舆论实时化、平

民化、互动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认清其特

点，掌握其规律，借其丰富高校思政课的内容，提

升课堂教学实效，使思政课堂避免沦为枯燥无味的

宣教所，而成为能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合理建议的

实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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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精华进教材、进课堂，更要利用我们的制度、

政策，特别是领导和教师的行为来做表率。毫无疑

问，学校通过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拓展

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

等途径，可以使大学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陶冶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真

正培养和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信仰，引

领大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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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College Faith” for the survey content, and take surveys,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group discussions as research activitie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it sums up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rxist atheism belief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points out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arxist atheism faith, and 
finally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xist atheism belief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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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of shared medium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op to down” transmission mode. It 

has attracted numerous participants, inclu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system encourages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sharing and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Its proper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the contrary, improper combination will lead to 
theoretical weakness and students’ emotional alien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how to enable the 
public opinion of shared medium serve in-class teaching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curr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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