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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为高校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更广泛的工作领域和渠道。为了有效推

动高校在网络领域内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工作，我们应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大学生成长及新

媒体发展的规律；坚守政治方向，重视内容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平台建设，提升队伍建设水平，净化网络空间，全面

立体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深入人心，更好地推动其传播和践行，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步伐，促进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provides a broader work field and channel for universities to spread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work related to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We should adhere to a clear political dire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impro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s and raise the level of team 

building, so as to purify cyberspace, to present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comprehensive and three-

dimensional way in the new era, to make it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o better promote its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and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arxism theor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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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应用产品已经与

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手不离机，机不下网”已经成为当

代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通过校园局域网和校外移动网

络，以网民身份参与实践交往，成为广大师生交流的重要渠

道。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利用网络新媒体和

新技术，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网络得

到实际的传播，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

任务。

2 高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网络”之必要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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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指导思想，同时也为高

校立德树人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为在网络中传播新思想，

可将其渗透到教材、课堂和学习中，结合大学生的实际生活

需求 , 充分利用网络渠道。

当前的大学生肩负着历史使命，要继承文明的传统，致

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如果忽视或无视高校学生的实际生活情

况，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来占据他们的思维阵地，

就有可能导致非马克思主义或虚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占据。

以新思想武装青年是紧跟信息时代步伐的必然要求。在

网络信息时代，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效率至关重要。大数据分

析可以用于针对性宣传，这在网络交流中非常重要。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借助网络传播来宣传，以扩大受众

范围

以新思想武装青年是新时代改进、加强与创新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现实需要。高校思政课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

的核心，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1]。因此，高校思政

课教师在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应将新思想贯穿其中。坚定

的政治立场源于对理论的清醒认识。鉴于此，应该利用大学

网络宣传和思政课的线上、线下教学 [2] 帮助大学生准确理

解并全面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内涵和精神实质。

3 高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网络”之机遇

互联网是一种快捷、信息丰富、互动性强、广泛覆盖、

形式多样的传播技术。它的发展和普及为高校宣传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渠道，便利了信

息和知识的传播。

教育对象自主性学习样态为网络宣传推广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便利。互联网学习模式呈现出

平行且交叉的特点。通过互联网推进“新思想”的宣传实践

工作，教师不仅是最主要的知识源，也是吸引大学生兴趣点

的凝聚源，只要发挥好了这种凝聚功能，就能利用互联网学

习模式的特点，增强思想理论宣传推广的实效性。

互联网容纳和允许海量而丰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手段，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推广提供了

巨大助力。通过互联网推进“新思想”的宣传实践工作，有

助于理论的教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变动态、从疾风骤

雨转为润物无声。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容纳的知识流，降

低了大学生受教育的成本，减轻了教育支出。借助网络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时代化发展是可行，必要的。

网络空间中民主化的教育形式有利于青年大学生更容易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知认同。在网络

空间中，教师和学生可以平等获取信息和知识资源，大学生

可以轻松在网上讨论和发表见解。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得到保障，提高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学者将这种情形

称为“交流”，是网络学习的核心理念之一。网络学习的民

主化形式更有利于交流互动。为了传播和推广新思想，在创

新形式、契合内容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具象化的表达手法和

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高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网络”

之挑战。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推进宣传实践新

思想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互联网空间海量信息的复杂性给宣传推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一定影响。互联网空间

存在海量、丰富、庞杂、混乱甚至虚假、错谬的信息和资源。

如何有效地筛选出无用和有害信息，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思

潮、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等对青年大学生的思

想渗透 [3]，确保他们置身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中，

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由于某些高校和部门在政治站位和

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不足，防控技术手段滞后，意识形态安全

自觉意识和行动执行力的差异，以及协同对应能力不足，网

络空间并不能完全清朗。

其次，宣传推广的相关文化产品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性

和灵活性。目前，高校普遍建有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但在宣

传推广方面存在缺乏创新和灵活性问题。尽管存在大量网

站，但优质内容匮乏，很多网站充斥着空洞的说教和艰涩的

理论，内容单调，形式贫乏，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和产生实

效。导致青年学生被一些不良信息所诱导，这与思想政治教

育学中所要求的将受教育者视为主体、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

主动性的思想相矛盾。

最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自身素质和一日千里

发展形势之间的矛盾无法有效解决。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

展给学习、掌握和运用带来了不断增加的挑战。大多数思政

课教师在网络技术应用方面的水平有限，导致了技术上的不

足。现实中很难立即满足互联网发展和大学生学习的需求，

这增加了宣传推广的难度，降低了实效性。与此同时，西方

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通过互联网作为主要阵地和

载体，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活动。他们歪

曲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渗透西方政治、宗教和腐朽思想，

对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网络”之举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网络工作是一

项具有政治性、政策性和专业性的高校工作，其中涉及到的

四个关系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和理解 [4]。

4.1 “趋利”和“避害”辩证同观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必须正视利弊。一方面，我们需要

积极看待互联网的好处，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信息网络技术的

巨大力量，推动其发展应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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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的多样性导致了健康有

益的内容与负面内容共存，甚至出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自由化言论和思潮在校园网络传播的情况。

4.2 加强网络管理，监督和引导同等重要
有效监督和正面引导是关键。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手段，

抵制网络黑客和有害信息的侵害，确保校园网络安全、健康、

有序运行。监督和引导是网络管理的两个重要职能。单纯监

督而忽视引导无法真正占领网络阵地。应高度重视互联网对

高校师生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新思想在网络中的传播和实

践，加强正面引导 [5]，通过正能量的力量来抵制消极和负面

影响。正面引导对于网络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4.3 教育和服务有机结合
网上学习者具有独立选择学习内容的特点，他们自决是

否接受学习材料。即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内容准确无

误，如果点击率不高，就无法谈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也无

法有效地推广新思想。因此，服务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通过

在线提供与学生心理、就业以及助学等各个方面相关的实际

支持，可以更好地提升新思想在课堂和网络中的实际效果。

4.4 网上和网下齐抓共管
在网络空间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和权利。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主动进入网络世界，

积极参与网上活动，并时刻关注大学生网络空间的舆论动

态，以便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在

网下的课堂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有效的措施。

5 高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网络的有效路径
5.1 坚定政治方向，加强思想引领

高校应坚定政治方向，以“四个意识”为指导，增强“四

个自信”，将新思想进网络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

心任务。高校的党委、宣传部、学生处和团委需要行动起来，

动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各党支部，积极宣传总

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他们应当大力弘扬正面声音，

主动出击，拓宽影响范围，增强感染力，在全校范围广泛开

展工作。

5.2 注重内容和技术建设，积极正面引导
高校在宣传实践新思想时，应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

片化、快餐化、定制化心理。可以应用新技术，开发新软件，

开设新栏目，将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实践结合。通过技术优

势，将其转化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同时，

还应主动开发和传播集思想性、先进性、趣味性、艺术性和

观赏性于一体的原创网络作品，利用微博、微信、微视、微

电影等新技术手段进行传播。

5.3 加强平台建设，融合各类资源
将新思想的教育内容迁移到互联网和融媒体平台上，利

用融媒体的吸引力、广泛覆盖和协同传播的特点，打破空间

时间限制，通过打造主流网站和融媒体中心为教育、服务和

交流平台，整合教育力量，形成合力。

5.4 强化队伍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培育高素质、优秀作风的网络和融媒体技术队伍、安全

监控队伍以及评论员队伍 , 发挥专家学者、先进人物、典型

模范和知名人物的引领作用。借助榜样的示范作用和融媒体

平台的传播效应 , 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的实效性 [6]。

5.5 净化网络空间，营造清朗环境
为了有效推广新思想，在构建综合媒体平台时，我们需

充分发挥年轻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减少负

面影响。可以利用大学生群体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的优势，

通过针对具有高思想素质和强政治意识的大学生进行培训，

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抵御虚无主义思潮和极端自由主义

思潮 [7]。

在宣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

应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成长和新媒体发展等方面的规

律。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新

媒体平台的建设和功能提升。充分发挥新媒体在网络信息、

技术孵化、创新驱动和思想引领等方面的优势。培养具备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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