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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浪潮中，随着自媒体技术的革新与传播生态的重构，大学生隐性德育教育面临范式转型的历史契机。本研究立足新

媒体传播特质，系统梳理渗透式德育的学理框架与实践形态，提出“智能媒介融合—算法管理架构—媒介素养工程”三位一体的范式创新

体系，着力拓展思政教育的浸润功能。这种以学生成长规律为导向的教育范式转型，既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是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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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媒体的定义、时代特征以及大学生隐性德育教育方法

的内涵和特征

（一）自媒体定义

自媒体概念是硅谷著名的 IT 专栏作家丹·吉尔默在 2002 年

提出的。他认为新闻媒体第一代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第二代

是指自媒体或者叫跨媒体，而第三代就是以博客、微博为代表的

自媒体。

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大众在不

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运用不同的网络连接，在网络媒体上传

递个人的态度和观点的自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

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 BBS、直播等网络社区。

（二）自媒体时代特征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是数字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成熟

催生出的新型传播形态。全民传播时代的显著标志体现为个体化

传播范式的形成，依托移动互联技术的突破，短视频平台与社交

媒体应用构建出多元化的内容创作与社交互动平台，同时加速了

信息传播模式的迭代周期。这种以用户为核心节点的传播体系实

现了信息生产与接收的全民参与，推动着信息民主化进程。其核

心特征主要为“信息生产权力分散化、传受双方即时互动化、内

容裂变式扩散效应显著、信息质量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等四个维度。

（三）隐性德育教育方法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特性

1. 隐性德育教育方法的理论建构

隐性德育教育方法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方法而言的教育方法，

是显性教育范式的互补形态，特指教育主体通过策略性弱化教育

目标显性表征，将德育元素系统植入校园生态、制度架构及文化

活动等复合场域，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经验中完成价值认同的教育

实践范式。该方法呈现出三重核心属性：教育过程的无意识性、

作用机制的渗透性、价值内化的渐进性，其方法论体系主要涵盖

环境渗透法、文化陶冶法和实践体悟法三大实施路径。

从系统构成维度分析，隐性德育教育方法包含物质层（校园

景观与空间符号）、制度层（管理规章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层（校

风传统的代际传递）三维结构。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育目标

的外显程度与接受效度呈显著负相关（苏霍姆林斯基，1984），

这印证了隐性教育“意图隐蔽性”的优势机理。该方法的实践重

心并非物质载体的表层建设，而在于通过制度文化的象征性叙事

构建集体价值认知，这种深层教育机理能够本质性映射高等教育

机构的文化基因，并在常态化教育场景中实现育人目标的隐性达

成。

2. 隐性德育教育方法的实践特性解析

作为显性教育体系的结构性补充，隐性德育教育方法展现出

四重核心实践特征：一是隐匿性传导机制强化价值认同效能。通

过符号化编码机制将价值内涵融入多维载体，形成认知图式与情

感共振的双重作用路径。其隐匿特征有效规避青年群体的认知防

御机制，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建构规律，让其在体验中实现意

识形态引导的深度转化。二是浸润式作用路径激活主体内驱动力。

依托情境化实践场域的持续建构，德育元素通过非结构化渗透路

径融入学习生活全过程。参与主体在项目式体验中自主完成价值

解码，这种体验式认知过程促使规范认知向行为习惯转化，形成

持续性的自我完善驱动机制。三是多维化呈现形态提升教育引力

能级。突破传统教育的时空边界，通过跨媒介叙事策略构建多模

态教育矩阵。沉浸式体验设计与交互式参与模式的融合创新，显

著增强价值传递的情感渗透力，实现教育吸引力的几何级增长。

四是主体性参与模式优化规范内化效能。通过教育者角色的策略

性退隐，构建平等对话的教育生态。参与主体在自主选择过程中

完成价值协商，其认知加工深度与情感投入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苏霍姆林斯基，1987），这种去中心化模式有效促进社会规范

向个体德性的创造性转化。

二、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隐性德育的范式演进

1. 多源共振场域重构德育生态格局

自媒体传播具有去中心化、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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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德育工作者可借助算法推荐与社交裂变原理，构建虚实融合的

德育场景，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投放与动态调适。这种跨媒介融

合策略不仅提升德育信息的触达效率，更通过用户生成内容模式

激活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参与。神经认知研究表明，多通道信息输

入能提升 43％的记忆保持率 (Baddeley, 2015)，印证了数字平台增

强德育内化效能的科学机理，但需警惕信息茧房效应导致的认知

窄化风险。例如大学生接收到的教育信息多样化，内容良莠不齐，

不同思想的渗透交互会影响德育工作的效果，负面影响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因此高校隐性德育教育工作受到不同合力的影响，

这要求建立智能化的内容过滤与价值引导机制。

2. 沉浸传播模式升级教育黏性指数

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隐性德育通过增强现实、虚拟社区

等数字界面实现认知图式的重构。教育者运用叙事传输理论打造

情境化教育脚本，使价值引导融入短视频、互动游戏等青年亚文

化形态；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数字互动仪式，通过情感能量积累

形成集体道德记忆。实证数据显示，采用多模态教学策略可使学

生参与度提升 65%(Clark & Mayer, 2016)，但需注意数字代偿效应

可能引发的认知浅表化。例如自媒体平台充斥着一些良莠不齐的

非主流意识，容易使部分受教育者忽略甚至主动过滤了德育教育

工作者的教育信息，使得隐性德育教育工作的难度有所增加，这

要求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深度学习系统。

3. 智能传播网络深化价值浸润效能

5G-MEC 技术架构支撑的智能传播网络，实现了德育要素的

纳米级渗透。德育工作者可通过教育大数据画像与情感计算技术，

构建自适应德育推送系统。神经教育学实验表明，多感官刺激下

的道德判断反应速度提升 28%(Immordino-Yang, 2016)。区块链技

术的不可篡改特性为德育过程追溯提供技术保障，而元宇宙空间

的具身交互则为道德实践创设沉浸式实验场。例如德育工作者可

以通过手机微信、博客　（微博）、P2P　等自媒体技术，认真筛

选教育内容，将文字与声音、图像、数据相结合，精心创新教育

模式，拓展思政工作的新空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隐性德育教育

的渗透力。但需防范技术异化导致的价值观解构，这亟待建立人

机协同的德育质量评估体系。

三、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隐性德育的范式创新

1. 构建智能媒介融合新生态

在媒介化社会深度演进背景下，隐性德育需构建“技术赋能—

价值引导”双轮驱动机制。基于媒介融合理论框架，建议从三个

维度构建新型德育生态：一是跨平台传播矩阵建设。运用神经网

络算法实现价值编码系统的动态优化，构建“主流价值＋青年亚

文化”的混态传播模型。实验数据显示，多模态信息呈现可使受

众认知效率提升 37%(Lang, 2017)。二是沉浸式场景开发。依托 XR

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道德实践场域，通过具身认知机制促进价值

认同转化。需同步建立智能内容过滤系统，防控信息茧房效应。

三是自适应推送机制。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建立德育资源匹配模型，

实现“用户画像—内容特征—情境要素”的三维适配。

2. 优化算法驱动的管理架构

基于教育大数据中台建设，构建“感知—分析—决策”的智

能管理系统。一是构建精准化供给体系。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德

育信用评估系统，形成学习者画像以此提升教育信息接受度。二

是形成协同化组织网络。打造“校级中枢—院级节点—班级终端—

社团触点”的四级联动架构，培育师生数字共同体。三是建立智

能化评估机制。引入情感计算技术进行教育效果实时监测，建立

包含算法审计、伦理审查、人工复核的三重校验机制，防范算法

黑箱导致的价值观偏移。

3. 实施媒介认知能力提升工程

依据 OECD 数字素养框架，构建“基础认知—高阶批判—

创新应用”的三阶培养体系。一是形成认知神经训练模块。采

用眼动追踪技术监测信息处理路径，通过模拟决策实验提升信息

甄别能力。实证显示批判训练可使辨别准确率提高 45%(Halpern, 

2014)。二是搭建元宇宙实践平台。开发道德困境模拟系统，采用

情境认知理论设计动态评估模型。三是构建算法素养专项培养机

制。通过推荐机制逆向解析教学，建立“算法透明化—价值显性化—

选择自主化”的教学闭环，重点培育算法批判意识与数字公民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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