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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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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话语主体、话语环境、话语内容发展变化

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带来机遇与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话语环境、话语主体的日趋理性，重点突破教育者

话语弱势、谋求教育协同常态化、提升教育对象获得感。需要增强话语主体自信，在教育定向、定位、定力上旗帜鲜

明；要协同话语传播管理，在全员育人、量体裁衣、勇于作为中形成教育合力；要持续话语环境优化，在平台设计、

信息陈设、网络净化自觉中增强话语对象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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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discourse power in network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subject, discourse environment and discourse content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onlin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Facing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dis-

course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ingly rationality of the discourse subject, the key points are to break through the weak discourse of

the educators, seek the commu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en-

hance the self-confidence of discourse subjects, and to have a clear-cut banner in education orientation, positioning, and determination;

to coordinate with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to form educational synergy in all employees, tailoring, and courage; to

maintain continuous discourse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in platform design, information display the network purification conscious-

ness enhances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the discourse object.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subject of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8-10-30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信息论的互联网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16GXSZ030YB）；2017年浙江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改重点课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生态环境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闫艳红，女，博士，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

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

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

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

历史性错误”[1]。而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

量”，“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

政这一关”[2]，面对网络关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闯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首当其冲，要牢牢

握住话语阀门。

一、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新变化

（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效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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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引起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

传播媒体数量、关注内容、传播方式、话语影响

力。如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据人民网数据显

示，2017年10月20日至21日期间，中央重点新闻

平台和各大门户网站广泛宣传，新华社、新华网、

中国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网、中国

政府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等齐发力，第一时间向网络受众传递

相关讯息。据统计，十九大内容的 PC客户端信息

20日至21日就已达到77 691 篇，客户端信息9 870
篇。此外还有微信公众号文章、微博信息共59 565
篇。23 日至 24 日，“十九大”PC 端信息 65 899
篇、微信公号文章 28 142 篇、微博信息 15 394 篇、

客户端信息 8 167 篇。关注的话题围绕“新时代什

么样”“中国会有啥变化”逐步向“全面深化改

革”“美丽中国”“中国智慧”等深入。内容图、

文、声、频多样应用，特别是微视频、秒拍视频等

信息传递喜闻乐见。传播渠道覆盖客户端、微博、

微信公众号。其中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与“新时代”相关的文章过

万，阅读量过 500 万，单篇文章阅读量达到 10万+
的文章有 11 篇，新浪微博“为新时代打 call”，阅

读量达到2 亿，讨论数有13.7 万成为舆论焦点，此

外还有“@年轻人，让我们一起为新时代打 Call”
等视频推送，舆论影响面广。境外媒体也给予关

注，南华早报、路透社、美联社、电讯报等。据搜

索引擎百度指数显示，2018 年两会期间，“两会”

词在 3月份整体日均值 68 743，其中移动日均值是

47 072，同比增长46%[3]。可见网络平台和舆论高度

融合，党政和商业媒体运用网络热词与网民主流意

识形态传播共振，“划重点”、“刻度线”、“图解”

等解读形式接地气，集中反应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权建设成效。

（二）网络话语主体日趋理性

随着网络应用的快速发展，“三微一端”应用普

及迅猛。据 2018 年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使用手机上

网人群的占比由 2016年的 95.1%提升至 97.5%。网

络新闻从单纯流量向内容、形式、技术等多维度转

移，截至 2017年 12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

6.47 亿，年增长率为 5.4% ，网民使用比例为

83.8%。而网络空间战略的布局及传媒业全面深化改

革的推进，优质内容和新传播形式不断融合，推动

网络信息理性化进程[4]。从打虎拍蝇、依法治国到于

欢案、林奕含事件、红黄蓝事件等，网络舆情规律

凸显，如同理心效应促使网民纷纷袒露同类遭遇、

“未闭环”的舆情事件引发网民持续追问、跨领域热

点舆情事件引爆速度快、人为干预导致舆论“狂欢

—散场”效应加剧、多元归因导致协同治理的呼声

增强，鉴别网络信息真假成为舆论共识[5]，网络信息

传递和网民舆论越来越理性。从“APEC 蓝”到

“撸起袖子加油干”“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等金句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刷遍朋友

圈。可以看出，网络话语主体正面宣传显力度，网

络正能量传播影响巨大。有无视道德和祖国利益、

诋毁祖国尊严的言论，将引起广大关注的网民群起

而攻之。部分网民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网络思维习惯

也被日趋养成。如2018年4月针对坠机时中国和美

国飞行员应对方式的评论，对中国飞行员爱国主义

精神的赞扬声和对无视我国飞行技术进步事实的声

讨等。针对美国贸易制裁中国再加码，计划 1 000
亿中国应对策略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新闻推出的

“中国不是吓大的，手中还有反制硬牌！”截止到 4
月 7日上午 9点，阅读量 100 000+，网民力挺中国

决策，“中国不是吓大的”获网民点赞。在网民日

趋理性关注、理性评论的上网习惯下，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建设逐渐风清气爽。

尽管在党政和商业企业网络治理下，网络话语

环境日渐明朗。但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如不良舆情炒作意图更加隐

蔽、传播手段更加灵活。一些高级营销人员、段子

手、意见领袖等服务于利益相关群体。一方面，避

开探求真相引导，追求情绪化宣泄、话里有话现象

不容忽视。求流量、追转载、谩骂、刷指数等仍被

利益群体使用。另一方面，“网上缺专家”现象仍

然需要持续改观，或即使有，“潜水”、漠视不作为

无异于缺席。这些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话语主

体数量和话语质量竞争压力。

二、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
设着力点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提及

“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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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在“实

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

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

‘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

高度重视”[6]。互联网的话语自由、信息瞬间共享

特性，已经打开言语表达的闸门，也成为各种非理

性情绪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直接渠道，要在此

环境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除了客观存

在的外在环境，还必须从自身出发，找到“有理说

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内在原因。由于从主体视

角，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包括主动性主体（教育

者）、导向性主体（领导者）、受动性主体（受教育

者） [7]，下文以话语主体为着力点进行阐释。

（一）突破教育者话语弱势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气场于外取决于主要话

语竞争对手实力的对比。于内，取决于教育环境的

烘托、内涵的修炼、教育艺术的提升。以往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弱势究其原因是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敌

对势力文化殖民工具，话语强势已久。美国作为世

界第一信息强国，在硬实力上，拥有互联网核心技

术，应用平台有搜索引擎的佼佼者Google、视频网

站 YouTube、互动平台 Twitter、Facebook、软件公

司Microsoft、手机终端 IPhone公司、电子商务网站

Amazon 等，为其引导和控制世界网络舆论走向铺

平了道路。在软实力上，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

对社会主义的颠覆活动，伎俩隐蔽，特别是互联网

的产生，更为其推动和平演变带来新机遇，如利用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社

会问题，创设议题，煽动部分网民在网络上释放社

会不满情绪、散布极端言论、推崇西方民主、自由

政治制度，极端的崇洋媚外，无视社会公平正义、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清零处理。在众口铄金、积

毁销骨之势下，不利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话语传

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网络创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面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网络用

语的推陈出新，相对互联网上吸金手段的图文并

茂、声情渲染，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更

显挑战巨大，若在网域、网民、网事、话语、话

风、议题设置上功底不足，教育者要应情应景和出

有韵律的曲子难免会本领恐慌，话语弱势。此外，

在部分领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处于被边缘化局

面，“与时代的深刻变化和实践的发展相比，与中

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理论资源相比，我

们的话语体系创新还相对滞后” [8]，“潜水”“看

客”不作为心理主动改观需要时日。

另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不健全，在

页面访问量、点击率、转化率、点赞数、评论数等

直观反映教育实效基础上，寻求掌握网络受众真实

思想动态方法成为关键，以便提升教育话语效果显

化程度。

（二）谋求教育协同常态化

协同不同层面的管理与执行、协同同一层面不

同部门。刘向《说苑·指武》中写到：“将者，士之

心也；士者，将之肢体也”，管理者的重视程度直

接关乎到教育执行力度。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的提升在导向性教育主体层面，已经高度重视，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了导向氛围，但是执行

层面要对网络话语权的提升贯彻实施需要全方位持

续参与。没有全员育人的执行和长期贯彻，对做人

的工作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将前功尽弃。因为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战略上

藐视、战术上重视。如不注重网络平台的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教育对象的需求差异性，认为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无非是借用网络平台，在网上做做文件的

宣传工作，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搬上网即可。必

然会忽视对网络的特殊性、网络的用户群体、网民

网络需求系统化考究，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

体系缺乏建构思想，则乏味的说教很易实现从线下

到线上简单“迁移”。再加上对网络教育对象的需

求特征和上网习惯跟踪和分析不足，导致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在互联网上还停留在简单的建网站、建公

众号、信息上网阶段，持续提升话语权的意识淡

薄，结果带给网络受众的是陈旧范式的说教反感而

不是网络热词话语的润物无声。为此，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是全员、全程教育的综合体现，协同的范畴

也必将突破线上线下，走向持续联动。

（三）探索教育对象获得感

要探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获得感是什么？

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诉求交集是什么？只有

找到利益契合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能引起

共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

育对象的受教育获得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教育对

象通过教育过程和话语的影响，所体验到的收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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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是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认可，是

教育对象对教育话语真实点击、点赞的内在驱动

力，是教育对象转变成新教育主体的前提。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在网络教育对象获得

感的来源方面予以探索，从需要、关注、共鸣向化

自己与化他人转变，前提应该是网络受教育者对网

络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价值认可。但是现实网

络环境中，教育对象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为

主，极易导致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漠视、抵

触。而面对平淡无奇的网络叙事页面，教育对象多

会视而不见，网络教育话语不愿获得、得而不惜成

常态。加上传统主观偏见影响，一些教育对象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应付差事，或直接将人类灵魂的

思想教育和价值金钱对等，有用的就看、没用的靠

边；学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主动汲取知

识的意识淡薄，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极

为不利，这些教育对象陈旧的思维习惯和主观偏见

也是增强教育话语实效的羁绊。

三、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
设对策

（一）教育者要增强自信心，提升话语气场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也要实现破立辩

证统一，在倒逼形势下，从与网络技术与网络话语

竞争对手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建设，需要在学习、探索、创新中增强自信，发挥

后发优势。

1.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为网络话语建设定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增

强自信，必须要有清晰的政治取向。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

系构建的核心，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文化自信，言行一致，做好表率。打铁还需自

身硬，要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打动人心，必须

有强大的自信气场。和中国特色话语一同发展，挖

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用实

力说话，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产、发展、创

新凝聚气场。不管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需具备基本的理论自

觉、理论自信、岗位自尊、话语自爱。时刻铭记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神圣使命，对西方话语体系的

长处可以借鉴，更需建设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体系，敢破敢立，理性应对，牢牢掌控住教育者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话语的阀门。

2.始终以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人民情怀、民

生关切为网络话语建设定位。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者，需要审视国际国内形势，把握世界发展的主

流趋势，在世界横向坐标中和国内历史纵向坐标

中，对多元化的网络社会思潮合理应对。借助网络

信息的共享性，不断汲取养分，对新自由主义、历

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陈

设环境，勇于研判。

针对民族特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所体现，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实践成果要有针对性

的图文并茂，绣出多彩的文化生活之花，同时用话

语倡导民族特色的传承与和谐，扩大其影响力。将

人民情怀与网络话语交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互联网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服务民众，上传下

达，用网络话语温暖人心、感化民众。

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社会事件，增强责任意

识。打破网络沉默，将专业知识和社会事件结合，

积极理性回应，引导网民理性思考、理性表达，并

对发帖、跟贴、评论疏导并举。

3.立足中国崛起、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

气派为网络话语建设定力。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民众在享受到中

国特色社会建设的丰厚果实的同时，更需教育者对

这个恢弘时代进行抒写和彪炳，忠实反映社会变迁

所带来的实惠，挖掘中国素材，善于整合、发声、

共享。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深入认识中国的苦难和

辉煌，用动态的眼光扩大中国话语的世界舞台。

在中国故事书写中，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旋

律。用热情发现中国故事，用创新奏响中国声音，

深入网民、深入大众、深入基层，在和网络大众交

流中，提炼题材、改进文风，用鲜活的语言引领网

民话语。在中国精神弘扬中，凝心聚力。中国精神

是中华民族之魂，是动态的，要用传承包蓄来提升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说服力和影响力。在中国气

派培养中，善于求同存异，辩证渲染。用包容、智

慧、技术彰显中国气派，最大限度回归教育者的勇

于担当、理应自信的本真。最终让教育者话语在互

联网平台立得起、站得稳、行得响、留住痕。

（二）在大思政工作格局下，增强使命感，提

升执行力

1.在高度重视中转变观念、以人为本、协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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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以人为本，做到管理

的人性化和法治化结合，也要具备网络共育意识，

联动社会力量共同为互联网治理做贡献。以人为

本，这里的人既有教育对象、也有教育者。针对教

育对象，在尊重网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效监

管。互联网是开放的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信

息的提供者和检索者，而这些网络行为的产生是网

民各种需求所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对人的

需求既不能打压，也不能全部满足，需要通过网络

公众号、贴吧等信息服务平台帮助网民明晰自己的

行为边界。同时加快网络治理的法制化建设进程，

对网络思想问题、伦理问题提前预设，在虚拟空间

持续形成风清气爽、安定有序的互动环境。针对教

育者的管理，设定教育目标，对网络教育成效给予

政策支持和各种激励，让教育者工作有目标、有准

绳、有干劲、有收获。网络共育指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管理者要呼吁社会其他部门参与网络治理，中国

的互联网由企业主导，网络公司和商业企业对互联

网具有绝对的技术掌控优势。所以，企业和社会其

他部门共同参与弘扬社会正能量、积极倡导向上向

善的思想，将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起到重

要推动作用。

2.在阵地抢占中优化结构、量体裁衣、有礼有

度。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要抓手，要让教育者发挥教育功能，必须有

完善的管理组织结构和精湛的管理队伍。优化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队伍，要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并需加快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

制定权。其次，在机构和人员配备上要做到量体裁

衣。由于主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数量有限，网

络话语和舆情的监控及管理职能部门要机构健全，

涉及到地方站点，要有下属责任部门，做到责任到

人、责任到网。充实兼备思想理论知识、网络技术

知识、网络信息采编能力的符合型人才到管理队

伍，做到分网 （网络平台分类）、分众 （受众分

类）、分流（信息流量区分）、分时（时间分段）精

准监测，使网络话语百花齐放、争而不乱，避免造

成资金和人力等浪费。再次，做到有礼有度。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提升要把握网络平台的特征

和功能，做到有礼有度。“有礼”，是指管理者要遵

守网络礼仪，尊重知识、尊重自由。网络信息共

享、言语相对自由，网民有上网的权利、有发表言

论的自由，更有自己的网络隐私。领导和管理层也

需遵循网民的信仰自由和网络应用规则，明确为与

不为的权利和责任边界。“有度”指要学会放权，给

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充分的行使教育权力的自由，

允许多样声音的有序存在。如网络娱乐平台和网络

门户网站教育应用的差异对待，衡量指标也应不尽

一致，否则也会带来网络无语却暗潮涌动危险。

3.在传承创新中强化执行、注重实效、有所作

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传承并创新，传承以

往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线上和线下思想政治教育不

是矛盾和冲突，而是殊途同归。所以需要在传承上

实现创新，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手段、创新管

理内涵，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网而异，特色鲜明

的有效管理。

首先，强化执行。强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的行为建设，做到控制性、过程性、动态性考虑。

控制性，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网络话语决策、

话语执行与反馈，以便对网络突发社会事件积极响

应，并能就网络热词进行预判，进而为干预不良话

语做准备。过程性，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不

间断的持续进行，要有一系列的教育话语建设活

动，所以管理者要有工作的“甘特图”，在时间节

点、故事陈设、预期效果上有目标、有任务。动态

性，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因时而异，网络热

点是动态的，尽管教育对象比较关注的事件类型相

对固定，但是事件不会一成不变。此外，网络话语

环境、话语主体、话语客体都在不断变化，作为管

理者要有灵敏的嗅觉和话语价值导向能力，以便顺

势而为。

其次，注重实效。教育管理者要有自己的评价

指标。随着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很多网络行为都

具有可测性。为此，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数

据上下功夫，比如网站访问率、点击率、转载率、

评价率、微博微信粉丝数、搜索引擎百度指数等，

这些量度是衡量网页和话语信息受欢迎与否的直接

窗口，要运用网络工具，善于用数据为管理定夺

服务。

再次，有所作为。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

知名网站、人气公众号、网络大V、意见领袖。在

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各种类型的网络平台

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角逐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战略要和网络技术发展同步，在各党建网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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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平台等中形成有影响力的教育主流平台，打响

知名度，树立权威。在草根中，培育有影响力的网

络意见领袖，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偶像，形

成教育管理合力。

（三）教育环境要不断优化，提升教育对象获

得感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9]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要活用

互联网，增强教育对象受教育获得感。

1.在平台建设中简化互动程序，降低教育对象话

语参与难度。平台建设主要是指面向教育对象的网络

平台设计，如网站、网页、app应用、微信等功能要

做到简单易用。教育对象通过简单的注册或者访问就

能发布信息，参与互动。如教育形式互动、内容式互

动、人际互动。形式互动上，主流教育网站设计要界

面友好，具有操作亲和力，特别是信息的回馈与响应

切实有效。针对内容互动，要实现互动的价值，能给

教育对象带来收获，调动教育对象话语的参与积极性，

改变教育者单向话语展示。最后带动如论坛、贴吧等

人际互动，创建高层次的互动场景。既可以及时把握

教育对象的话语动态，也可以为其话语因势利导，做

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在话语展示中强化深入浅出，增强教育对象

对教育的认同感。认同感是指教育对象对教育话语

内容和话语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评判。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要获取教育对象的认同，必须在形式上

符合网络审美、内容上具有可读性、在话语争锋时

有理有据。如议题陈设时处理好政策议题、媒介议

题、公众议题关系。从教育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出

发，结合传统媒体，找到教育话语信息发布的最佳

时机、最佳方式，让教育对象从内心接受教育内

容，实现其对教育内容的价值认同。

3.在环境净化中增强包容理解，提升教育对象

对教育相关部门的归属感。归属感强调教育对象对

教育群体和教育组织的依恋和忠诚，以认同感为基

础，但要高于认同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有知

名网站、网络权威外，还必须有良好的网络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

年来由于党中央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网民对网络的理性认识下，网络恶评、偏激言论

已经逐渐减少，网络环境正开始走向风清气爽。在

网络协同治理的呼声下，网络空间的思想包容，意

识争锋理性回归，有效增加教育对象对教育信息的

忠诚度砝码，但是环境净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互

联网领域的环境净化需要持续监管、企业和社会合

力、全员共治意识的不断培育。

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要与中国

国际影响力匹配，各教育主体要有话语权意识，更

要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身体力行。不仅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门要做好表率，还需要全方位

共同参与。网络无国界，思想有归宿，话语现立

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建立将会在中国

崛起中随着话语权意识的觉醒、用网理性回归不断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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