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 年第 6 卷第 9 期

教育论坛

创新发展

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与实践探索
周　荃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 在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内容形式，凭借其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的特点，在信息传播和文化教育

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思政教育领域，微短剧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丰富的主题内容和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成为提升思

政教育吸引力和实效性的有力工具。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创新应用，通过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与实践探

索分析具体案例，揭示其如何以新颖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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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下，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如课堂讲授、理论灌输等，已

经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教育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指出“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 亿，使用率达 98.3%，在用户经常

收看的类型中，微短剧以 39.9% 的用户占比排名第三，短视频人

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 分钟”。因此，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快速发

展，大力加强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势在必行。而微

短剧这一新兴的内容形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主动占领网络育人

新阵地、抢占新媒体平台教育新高地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精心

策划和制作，能够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故事情节，以生动、直观

的方式传递教育信息，使学生在欣赏剧情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

受教育，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二、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优势

（一）内容创新，贴近实际

微短剧能够紧扣时代脉搏，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社会现

实的题材，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其中。

这种创新的内容形式，不仅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共鸣和思考，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

某高校制作的微短剧《青春赞歌》，是一部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为

背景的微短剧作品。该剧通过讲述几位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展现了青年学生勇攀科技高峰、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该剧在播

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不仅激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热情和信心，还引导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形式多样，易于传播

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特点，能够灵活运用各种叙事手法和

视觉元素，如动画、虚拟现实等，使思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有趣。

这种多样化的形式，不仅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审美需求，还能够通

过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迅速覆盖大量受众，

特别是青年学生群体。例如，一些高校利用动画技术制作的微短

剧，将复杂的历史事件或科学原理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党史微剧场》系列微短剧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

通过动画、实景拍摄结合的方式，将长征、抗日战争、新中国成

立等关键时刻生动再现。《科普小剧场》系列微短剧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打造一系列关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原理的微短剧。

如通过动画角色进入微观世界，解释细胞分裂的过程等，这些剧

集既有趣又直观，有效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三）情感共鸣，深化教育

微短剧通过生动的角色塑造和情节设计，能够使学生在欣赏

剧情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深化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和

感悟。这种情感共鸣的教育方式，不仅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

和吸引力，还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提升教育的实

效性。例如，某高校制作的微短剧《新时代的青春》是一部以大

学生志愿者成长故事为背景的微短剧作品。该剧通过讲述一位大

学生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成长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

年的责任与担当。该剧在播出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和关注，激发了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强化了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引导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实践探索

（一）主题策划与剧本创作

在策划微短剧时，应紧密结合思政教育目标，选取具有教育

意义的主题，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时，

要注重剧本的创作，确保故事情节紧凑、连贯，角色形象鲜明、生动。

例如，某高校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微短剧，

通过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人故事，引导学生深刻

领悟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这些微短剧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还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广泛好评。

（二）制作与传播策略

在制作微短剧时，应注重画面的精美度和音效的协调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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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观众的视觉和听觉体验。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资源，

构建融合传播矩阵，实现微短剧的跨平台传播和互动。例如，某

高校制作的微短剧《微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并通过

互动问答、线上讨论等方式与观众进行互动，有效提升了观众的

参与度和教育效果。此外，还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

新媒体渠道进行推广和传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三）案例分析与效果评估

为了深入了解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实际效果，我们可以对

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评估。例如，江苏某高校制作的微短剧《信

仰的力量》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学生和

教师的关注和讨论。该剧是一部以中国共产党人感人故事为背景

的微短剧作品。通过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人故事

和英勇事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精神。

通过对该微短剧的分析和评估，我们发现其具有以下优点：一是

主题鲜明、内容深刻；二是形式新颖、易于传播；三是情感共鸣、

教育效果显著。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情节

过于简单、角色形象不够鲜明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出

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以进一步提升微短剧的教育效果。

四、微短剧在思政教育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内容质量的挑战与对策

在创作面向高校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微短剧时，内容质量至关

重要。为确保教育效果，我们必须严把内容关，使微短剧既契合

思政教育要求，又遵守法律法规。为此，建议组建专业审核团队

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全面审核剧本、画面、音效等元素，注重内

容的准确性、时效性和针对性，确保微短剧与高校思政教育实际

需求紧密相连。同时，邀请思政领域专家、学者参与剧本创作与

修改，不仅能提供丰富理论支撑和案例素材，还能从专业角度进

行艺术加工，提升微短剧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通过专家学者的

助力，微短剧将更好地传递思政知识，同时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

总之，通过严格的内容生产流程，我们能够为高校大学生打造一

系列高质量的思政教育微短剧，既满足教育需求，又提升观赏体验，

助力思政教育取得更佳效果。

（二）受众接受度的挑战与对策

面向高校大学生的微短剧制作与传播，需精准捕捉年轻群体

特色。首先，通过调研了解大学生对微短剧的偏好，包括内容、形式、

风格及观看习惯，为制作提供数据支撑。其次，运用大数据分析

热点、关键词，紧跟时代，确保内容共鸣，并利用机器学习构建

推荐模型，智能推送。传播上，依托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

交网络等，结合算法推荐、话题标签、KOL 合作，精准触达目标

群体。同时，融入 AI 技术提升互动性，增强观看体验。此外，结

合校园文化活动，如创作大赛、放映会等，将微短剧融入线上线下，

激发学生创作热情，拓宽传播渠道。这系列策略不仅能提升微短

剧影响力，还能丰富校园文化，形成良性互动，有效提升传播效

果与受众满意度。

（三）技术更新的挑战与对策

在高校微短剧的制作与传播中，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不容忽

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制作和传播方式已难以

满足现代大学生的需求，必须积极拥抱新技术，加大产教研结合

力度，及时掌握和应用前沿的媒体制作手段。如：通过探索利用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来制作微短剧，为

高校学生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这些技术不仅能

够极大地提升观众的参与感，还能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直观，

从而增强微短剧的教育效果。同时，在传播方面，充分利用短视

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实现微短剧的快速推广和广泛

传播。这些平台不仅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还能通过算法推荐等

方式精准触达目标受众，从而有效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通过不断学习和应用新技术，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技术更新带来的

挑战，推动高校微短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内容形式，在思政教育领

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通过精心策划和制作以及多元化的传

播渠道和策略的运用，微短剧能够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故事情节

中以生动直观的方式传递教育信息并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

效性。未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应用以及人才培养

和创作水平的提升微短剧将在思政教育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并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

对微短剧内容质量的把控和技术更新的学习应用不断提升微短剧

的制作水平和传播效果为思政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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