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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张　璐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新媒体时代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推动教育工作改革是新时代高校要探索的重要课题。基于新媒体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发展，高校需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指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同时要深刻分析新媒体对爱国主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这些负面影响，让爱国主义精

神在广大大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本文分析了新媒体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势和带来的挑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充分利用新媒体改革

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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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

力。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法律保障。

基于新媒体平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高

校要正确审视新媒体平台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顺应新媒

体发展潮流，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性、系统性，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一、运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势

（一）数字化资源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新媒体平台为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技术和新资源，通过新

媒体平台，教师得以用图文并茂、音视同步的方式生动地展示英

雄事迹、历史事件，对课程知识进行补充和拓展，同时增强爱国

主义教育的吸引力。基于新媒体平台上各类内涵深刻、内容有趣

的爱国主义视频、图片等资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爱国，丰富爱国

主义教育资源。

（二）数字化技术推动了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发展

数字化技术通过虚拟现实等进行场景再现，实现与学生互动，

让学生进入到情境中，切身感受爱国主义情感，进而可以优化爱

国主义教育效果。比如，在“保护祖国的山川湖海”主题下，教

师可以通过“5G+AR”等技术展示我国各地自然风光，学生们在

生动的风景长卷中爱上祖国的山川湖海，结合线下实践教育活动，

真正使学生参与到保护山川湖海的工作中。

（三）数字化技术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良好的教育氛围中开展，而新媒体为营造

爱国主义氛围提供了有利支持。因为新媒体平台具有传播范围广、

影响主体广泛的特点，利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宣传，

壮大爱国主义舆论潮流，可以更深刻地影响大学生，使他们处于

爱国主义氛围中，进而强化爱国主义情感。充分利用校园官方公

众号、官方微博开设爱国主义主题宣传栏，高效推送爱国主义教

育资源，可以吸引大学生的广泛关注，给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爱国

主义教育氛围。

二、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

（一）信息多元化对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挑战

新媒体平台深刻影响着信息传播，推动了舆论生态的重整，

并且其带来了更多元的信息资源使得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更为严峻

的挑战。新一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深受新媒体信

息的影响。面多多元信息的冲击、观念冲突，大学生常常难以形

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很容易被网络信息所引导。总之，新媒体带

来的与传统观念相悖的信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

（二）传播碎片化影响爱国主义教育的系统性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问题较为明显。信息碎片化尽管为

人们带来了数量更多的信息资源，延伸了人们的认知领域，但其

不系统、零散化的特点也使得人们难以对事物、问题形成深刻的

思考。这种信息碎片化问题表现在爱国主义教育上，会影响学生

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对爱国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对爱国主义实践

的思考，进而影响爱国主义教育质量。

（三）内容泛娱乐化影响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新媒体带来了“泛娱乐化”问题。因为新媒体丰富多样的信

息表达和传播方法让人们处于信息的“盛宴”中，只有最有趣、

最直观的信息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而爱国主义教育带有一定的

严肃性，要求教师把握好严肃与活泼、理性与感性、正统与风格

的度。而新媒体催生出“娱乐至上”的传播风向容易导致爱国主

义教育被简单化，导致有关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被隐藏。因此，

在新媒体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对爱国主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构

建理性思维是高校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三、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价值判断，培养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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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各种思

潮在新媒体平台相互碰撞激荡，而大学生缺乏社会经历，正处于

价值形态、思想意识不稳定的时期，很容易产生错误的价值判断。

因此，高校要培养大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信息判断

能力，引导学生对网络信息形成较为理性的判断，为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保障。新媒体的显著特征是交互性，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微

博话题讨论，有效互动实现舆论导向功能。比如学校可针对当前

有争议的话题开辟讨论区：“新时期如何正确爱国？”“如何维

护国家统一”“如何促进民族团结”，引导学生展开辩论，引导

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当下网络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提

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拓宽视野。

通过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让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

识，以一种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要有理智的

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不至于被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利益的

不良信息煽动。高校要根据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和行为

模式，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在表现爱国激情的同时，要严守

道德底线、爱国底线，把爱国激情和爱国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效保护祖国形象。要让学生对现实环境形成清醒认知，根据自

身能力参与爱国实践。在宣传爱国理念的时候，要给他们提供一

个自我教育、互相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在独立思考、交流讨论的

过程中形成理性爱国的能力。

（二）创新内容形式，打造传播矩阵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要打破教育资源、教育平台固化、窄化、

碎片化的藩篱，打造系统化平台传播矩阵，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

的信息资源、传播渠道更全面地影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高校

要把握大学生的兴趣点，打造分众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爱国主

义教育资源，整合微信公众号、微博、哔哩哔哩、抖音等各类新

媒体平台，通过媒体融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传播多元化。这

种全业态传播、全平台覆盖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媒体矩阵更有助于

学生思考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有助于他们砥砺报国之志。

新媒体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高校还要关注爱国主

义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视频、音频、文字等

各类信息资源，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存储、转换、加工、搜索、

推送等功能，实现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广泛传播。

新媒体传播的互动性更强，基于新媒体平台，信息实现多维度、

广泛性传播，学生也不再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基于个人理解与

教师、同学互动交流主动接收、分析信息，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更强。

因此，高校可利用新媒体平台互动性突出的特点，增强爱国主义

教育工作的互动性，一改过去单一的灌输式教学，增强师生互动，

提升育人效果。

（三）完善网络监管，营造良好环境

网络环境对于大学生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净化网络环

境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而言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在高校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高校要加大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强

化网络环境建设，让网络环境成为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发展提供

助力。因此高校要在国家“净网”“清朗”等专项整治行动下做

好对校园网的监管，加强违规信息监测、校园官网信息发布审核

等工作，对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祖国统一等的不良信息进行拦截，

防止不良信息影响网络舆论。高校可打造一支专门的舆情管理团

队，加强对团队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

包括舆情分析、危机公关、社交媒体管理等，特别是关注有关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发展、边疆地区国防工作等舆论的监管，保障

网络空间的清朗和秩序。高校在加强网络舆情监督与预警的同时，

还要鼓励学生个性表达，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交流讨

论的平台，避免思想教育“有堵无疏”的问题，同时让学生在自

由交流和表达中深化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认知，增强与各个民族

的感情，对如何保护国家利益形成更深刻的思考。因此，高校要

关注大学生的网络言论，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引导。为做好网

络监管工作，高校有必要引入大数据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

展开网络舆情分析、学生思想分析，建立舆情分析模型，通过数

据挖掘、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手段，对学生的思想特质、心理状态、

学习成绩、生活习惯等展开精准分析，制作可视化的评估报告，

为爱国主语教育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四、结语

新媒体推动了产业变革，推动教育工作不断改革。新媒体时

代下，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面临新的困难、新的挑战，高

校要直面信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变革中求发展，在探索中进步，

抓住新媒体平台引导校园舆论，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舆情监督，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

形式的变化，高校教师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媒体背景下的爱国

主义教育创新方法，用新媒体技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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