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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对90后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刘 聃，裘永晓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在当前手机网络等自媒体背景下，90 后大学生被誉为“低头一族”，他们对于手机、网络等自媒体非

常依赖，对QQ、微博、微信等了然于胸。自媒体的广泛传播，既给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融合性的功能、丰富

的媒体内容、交互性强等正面影响，也以其不可控性、虚拟性、信息可信度低等特点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负面

影响。如何引导发挥自媒体的正面影响，传递正能量，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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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edia on Post-90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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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mobile networks media background, the post-90 students known as the "bow pioneers" for their

mobile phones, Internet and other media, is very dependent from the QQ, microblogging, letters and other gains. Since wide spread of

the media, it bring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fusion of functionality, rich media content,

and strong interactivity, but also takes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uncontrollability, virtuality, and low credi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so on. How to develop the media to play a positive impact and transfer positive ener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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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知识信息的发现与分享已经成

为一种潮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3 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 年12 月，中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5 亿，较2012 年同期增长了19.1%，增

长速度迅猛[1]。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 2013
年 7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们网民中 10～19 岁和

20～29 岁的比例分别为23.2%和29.5%，90 后大学

生（18～22 岁）成为了我国网民的主体。而我国目

前高校上网人数几乎达到在校学生数的100％,大学

生几乎每人都有1 台手机。当前，几乎每个大学生

人人都掌握一个麦克风，广泛使用 QQ 群、博客、

微博、飞信、微信、人人网、QQ 空间等自媒体平

台。自媒体的交互性、随身性、实时性等特点，极

大了地大学校园信息传播，使之实现了“时间、空

间及资讯的无障碍”状态。高校学生可凭借手机网

络随时摄取任何所需信息，并迅速对周围同龄人产

生影响。自媒体既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

的途径，但同时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冲

击。因此，研究自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

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自媒体的特点及其受90 后大学生欢

迎的原因
自媒体，是指“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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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代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

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

方式。”[2]自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

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都是记者，都是新闻传播

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

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转变。自媒体具有平民草根性、互动性、简捷

性等特点，深受90 后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

（一）自媒体的特点

1. 平民草根性。QQ、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具

有草根性、大众化的特点，能让普通老百姓发声和

表达利益诉求。在自媒体中，人人都是“旁观

者”，人人也是“当事人”。平民化的自媒体，让每

个人都可以在QQ、微信、人人网等载体中保有一

块“自留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

2. 交流互动性。自媒体使用人群广泛，从传播

学角度讲，受众信息的传播依赖于双向、多向的信

息传播与交流。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受众参与人数

多少、反馈积极程度成正比。而受众通过自媒体平

台可以随时传播、反馈信息。自媒体这种新的传播

工具，既超越了电视、书籍等传统传播渠道，也超

越了现实生活人们交往必须现场、现在的局限性。

自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经

营自己的自留地，使得信息传播速度、实效性得以

大大增强。自媒体这种互动性优势，是电视机、书

籍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增强。

3. 操作简捷性。自媒体入门门槛很低，即使是

小学生，稍加学习和训练，就能自如地刷微博、发

微信、聊QQ。互联网时代，巨大的信息平台、简

单可行的模板，使得自媒体的操作更为简单，其吸

引力更大。

4、内容复杂性。以微博、微信、QQ等为代表

的自媒体，内容包罗万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

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总体不高。另外，由于

自媒体发布信息的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讯息的

传播存在无序状态，信息内容的碎片化的特点，对

于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一定冲击。

（二）自媒体被90 后大学生广泛接受和欢迎

的原因分析

与70 后、80 后大学生相比，90 后大学生具有

独立意识更强、易于接受新鲜事务、更加依赖网络

新媒体等个性特点。90 后大学生更加具有个性，他

们蔑视权威，敢于挑战传统。90 后大学生的生活与

学习更加网络化，各种自媒体巨量的信息资讯、不

断更新的游戏载体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的

阅读习惯具有移动、互动、自动的特点[3]，呈现碎

片化、零散性、扁平化的特点。网络、手机等自媒

体成为 90 后大学生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成为他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自媒体使得每个大学生都

手握麦克风，随时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

恶。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具有即时传播功能、不收

时空限制的自媒体，可以让受众随时可以掌控自己

的媒体，迅速对于时事、新闻事件表达自己的态

度，现实中无法表达的利益诉求、情绪都可以在自

媒体中宣泄。90 后大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兴趣的特

点，与自媒体多元化、巨量信息不谋而合，相互吸

引。自媒体迎合了 90 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90 后

大学生作为“草根阶层”，他们渴望得到认同关

注、渴望被尊重，在具有草根性特性的自媒体中都

可以得以实现。自媒体信息的开放性，使得 90 后

大学生选择内容的自主性得以满足。自媒体操作简

单、入门门槛低，熟练掌握电脑、手机的 90 后大

学生，对于自媒体的操作得心应手，让 60 后、70
后自愧不如。QQ、Facebook （脸谱网）、人人网、

开心网等一些交友平台，也开拓了 90 后大学生的

交友渠道，便于他们构建新的社交平台，丰富了他

们的阅历和见识。

总之，自媒体平民草根性、信息交流互动性

强、操作简捷、多元化等特点，都对 90 后大学生

具有很大吸引力，与 90 后大学生乐于尝试新事

物、求新求变的生活方式相契合，使得自媒体在大

学生中广泛流行广泛使用。

二、90 后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现状及其影

响分析
（一）90 后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现状分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4 年 8 月发布的

《2014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显示
[4]：截至 2014 年 6 月，三大社交类应用排前三位的

依次是即时通信（89.3%），社交网络（61.7%），微

博（43.6%）。而当前 90 后大学生使用的自媒体正

是顺应当前潮流，他们使用的自媒体类型广泛多

样，笔者按照这些自媒体的性质，将其划分为群体

发布型、个体发布型、即时通信工具、自拍自论型

等四种类型。各种自媒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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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状况，见表1[5]。而且在现实生

活中，大学生对于表 1的各种自媒体工具的使用都

比较频繁，这些状况对于高校教师、管理者、思政

工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自媒体对90 后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影响

分析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对 90 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既是机遇，也充满着挑战。具体呈

新媒体类型

群体发布型（校园bbs、贴

吧、qq 群）

个体发布型（博客、人人

网、开心网等社交网络）

即时通信工具（QQ、飞信、

微信）

自拍自论型（微博）

特点

受众范围广、紧密贴近校园

环境、管理规范、信息真

实、管理员消息发布者具有

官方背景

入门容易、全景式展示个人

心态和活动状态，" 点

对面"传播信息

部分为实名制注册、在线分

享信息、"点对点"交流信息

网络和手机融合，实现全媒

体概念

使用优点

消息来源正式、发帖和回帖

率高、信息分类归类、方便

查询、便于校方信息的发布

（招聘、社团活动等）。

传播具有自主性，自由发表

言论、图文并茂，形象生

动，有利于大学生扩大人际

交往。

分享学习资料、情感释放、

发表议论、剖析个人情感。

将所见拍成照片，上传至网

络，发表议论， 引发"围观"。

使用缺点

个别学生缺乏媒体素养，言

语粗俗、恶意攻击他人，恶

意插入病毒，传播虚假广告

出现网络暴力（人肉、恶意

泄露个人信息）、出现"标题

党"、恶俗低俗:内容，垃圾信

息、恶意广告；虚假信息以

“裂变式”爆发传播

虚假信息、网络诈骗较为普

遍；为网婚、一夜情等丑恶

行为提供基础。

围观者无意识跟帖、消息传

播无法证实真实性、易引发

群体性舆论事件

表1 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状况分析表

现为：

1.自媒体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

自媒体自身在网络平台、信息丰富性方面，给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提供了新的

信息传播渠道，拓宽了思政教育工作的可操作性。

自媒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信息交互性、新颖

性，对于 90 后大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媒体

应该成为广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平台。自媒体传播

速度快，使用得当的话，有利于高校思政工作的

“渗透性”，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新空间。自媒体信息

传播的交互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性，而且

自媒体的互动是匿名和虚拟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和沟

通，减少了 90 后大学生的防备心理，使得他们敢

于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意见。飞信、QQ、微

博、微信等形式使思想教育工作者所面对的工作对

象是大学生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可

以便利地进行民主平等的交流沟通，增强信任感，

有利于互动交流。自媒体具有图文并茂、充满趣味

性、内容丰富的特点，对于 90 后大学生具有直观

性和感染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

性、积极性。

2.自媒体对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冲击作用

自媒体因其内容不可控性、虚拟性、快速传播

性等特点，加上90 后大学生思想的不成熟、从众性

强等特点，诸如秦火火、立二拆四、薛蛮子等网络

大谣传播的虚假信息，得到部分大学生的传播和追

捧，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利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自媒体的迅速传

播，增加思政工作的难度和针对性。对于一些网络

谣言的甄别，传统思政工作方式具有不及时性。

自媒体的虚拟性也改变了学生的生活和思维方

式，泥沙俱下的信息可能腐蚀大家的头脑，可能侵

蚀90 后大学生的道德意识、思辨能力、诚信意识、

责任意识。自媒体信息的多元化、碎片化特点[6]，有

可能使得 90 后大学生思想信仰分化，对主流政治

文化不认同。不少学生手不离手机，把大量宝贵时

间花在手机、电脑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沉溺于虚拟

的环境，网络成瘾行为严重，他们参加其他社交活

动的时间减少，人际关系交往的异化和疏远化。同

时，由于短信收发、社交网络的相对私密性，大学

生认为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

见，网络暴力、恶意攻击他人的行为时有发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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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违反法律的事情也偶有出现。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媒介素养不高、传统思政

教育方式单一、传播方式滞后性等特点，与自媒体

自主性、交互性、即时性和多元化的特征相矛盾，

造成当前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尴

尬困境中。总之，自媒体对于传统思想教育观念、

教育环境、教育手段都有一定冲击，对于大学生思

政教育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于自媒体的90 后大学生思政工作

的路径分析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自

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影响和作用，做到

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一)线上、线下双元互补，构建基于自媒体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台[6]

线上，主要是指依托官方微博、官方 QQ 群、

校园BBS等自媒体，主动利用、开发自媒体载体，

加强主旋律、主流价值观宣传，掌控 90 后大学生

思政教育的舆论阵地，使得自媒体网络平台成为大

学传播先进思想的重要载体。线下，是指依托思政

课堂、电视、广播、书籍的传统媒体阵地，加强思

政课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线下的思政教

育工作，高校应该将媒体媒介的专题教育课程引入

到学生文化素质课程体系中去，系统规划，开设一

些诸如《网络道德教育》、《认识自媒体》、《媒介素

养》等专题课程，提升学生媒介素养。线上与线下

自媒体的融合，也将学校官方媒体与学生民间舆论

有机结合起来，营造一种“校生舆论共同体”，大

是大非前形成统一认识。既有利于破解网络谣言，

也有利于净化校园网络平台，实现官方舆论与民间

舆论的优势互补和有效互动。线上、线下的双元互

补，将提升思政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培训、进修提升素质，打造基于自媒体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90 后大学生的思政工作，离不开具有丰富媒体

经验的思政工作者，既包含思政课教师，也包含辅

导员、班主任等管理人员。具有自媒体素养的思政

人才队伍应从四个方面加以建设: 一是更新观念，

与时俱进。思政工作，观念先行。思想观念是行动

引领的作用，要让高校的思政工作人员意识到自媒

体是当前思政工作的有效载体，必须加强学习，广

泛应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二是加强培养，对于

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载体，要组织思政课教

师、辅导员、班主任进行知识普及，掌握自媒体传

播的特点，并对于自媒体应用进行引导，对于个别

舆论事件加强辟谣、防范，提升思政工作者运用自

媒体的能力和本领。三是加强自媒体资源开发的专

业队伍。大学要给予经费扶持，成立专门机构，组

织具有媒体经验的计算机、会展、传媒等专业教

师，开发具有时代感、新鲜感、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自媒体产品。四是增强对网络信息的敏感性和突发

事件处理能力。自媒体传播具有内容量传播非线性

的特点，思政工作者应该增强信息的处理能力。

（三）他律、自律创新载体，构建大学生自媒

体自我管理新机制

90 后大学生应该是初步具成熟的思维能力、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能够客观冷静地面对世

界、分析问题，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成年人。90
后大学生作为网络行为的主体，应加强自我教育和

自我约束，了解自媒体传播的特点，增强信息分析

能力，熟练运用自媒体工具，促进个人成长成才。

自媒体环境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大

学生自我管理新机制：1、加强学习，主动引导。

2013 年7 月以来，国务院、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加强

了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净化了互联网络，也对广

大大学生有很大的触动。高校应该从制度完善的角

度出发，在《学生手册》里面增加自媒体使用的规

范和要求，主动引导大学生如何正确使用自媒体，

如何正确认识网络谣言和甄别网络信息真伪。高校

还应拓宽途径，主动提供大学生学习自媒体知识的

途径，如专家讲座、辩论赛，加强对自媒体的了

解，掌握相关法律知识。通过身边正反面案例的学

习和借鉴，提升自媒体信息发布、谣言信息辨识等

能力。2、严格要求，自我约束。2006 年中国互联

网协会发布了《文明上网公约》，积极倡导“自觉

遵纪守法，倡导社会公德，促进绿色网络建设”。

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开放性的时代，大学生主动

或被动地会接收到一些不良信息，因此大学生应该

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律。3、构建防线，心理疏

导。注重发挥心理辅导的作用，加强网络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完善大学生心理委员制度，促使学生对

于网络等自媒体有清醒认识，避免网络成瘾、游戏

成瘾等不健康现象的出现。高校还应该设立心理咨

询网页、完善心理咨询辅导工作，架起心灵沟通的

（下转第75页）

刘 聃，裘永晓：自媒体对90后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53



第14卷 第3期

——“人间佛教”在国家和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能

够发挥文化的软实力，既调和各种复杂而尖锐的国

际争端，圆融不同国家不同群族的社会制度，又安

抚快节奏重危机的现代生活压力下的人心，还能使

人们反思生活水平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相悖问题，使

人类有愿望有践行把地球建设成为美好的家园，把

国家建设成为美好的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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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及时化解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净化大学生的 思想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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