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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后备人才阵地，

党建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随着 QQ、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的出现，现代网络环境日益复杂，呈现出了自由性、交

互性、多元性、突发性等特点。大学生作为富有朝气的一

个群体，具有价值观多元、个性化较强

等特点，对新兴的网络媒体最为关注，

运用最为广泛。复杂的舆情环境，对大

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网

络语言的渗透影响着大学生的理想信

念， 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影响着大学

生网络健康。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知

识水平相对较高的青年群体, 而大学

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大学生党员应该在复杂

的网络环境下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做好榜样和表率，进

一步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舆情”研究和“高校学生党建”的研究

相互渗透，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关于“网络舆情”

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学术专著、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等

研究成果。 为了对近二十几年 （1990-2014）“网络舆情”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网络舆情与

高校党建工作”等相关主题研究进展有一个面上的认识，

笔者在选择合适样本的基础上对 1990 年以来国内相关

领域研究进展做一个初步的梳理。本课题以国内收录期刊文

献相对较为完整的中国知网为例，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

按“篇名”作为检索项，选项“检索词”，检索范围“全部期刊”进

行检索，并筛选与本研究相关主题的文献，得出以下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网络舆情”“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但是对“网络舆情与高校党建工作”研究甚少。 2005 年开

始有人研究“网络舆情”，2008 年才有人把网络舆情与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研究进度相对

于“网络舆情”的整体研究状况来说显得很缓慢，而将网

络舆情与高校学生党建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少。 2006 年

有人开始研究“网络舆情环境”，但进展缓慢，论文数量也

很少。 “现代网络环境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研究”相关文

章数量更少。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 当前高校学生党建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前高校学生党建

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叶稳安，2014）［1］。 二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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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网络环境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也对于高校学生的党建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 全面了解现代网络环

境下大学生的思想动态，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引导，将有利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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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党建工作机制的研究（刘亚东、张万鹏，2012）［2］。

三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个案研究（丁小球，2014）［3］。 因

此，涉及现代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研究还相

对较少。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问卷的分析，

在了解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基础上，尝试

对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提出设想。

二、基本数据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网络环境对高校学生党建工

作的影响，本文运用的数据是“舆情环境下大学生社会

主义价值观引导研究” 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该课题组总

计发放 8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762 份，有效问卷率为

95.25%，问卷分析以有效问卷作为依据。 受调研的四所

高 校 学 生 所 占 样 本 总 体 的 比 例 依 次 是 ： 厦 门 大 学 占

60.1% ， 厦 门 理 工 学 院 占 17.19% ，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占

12.34%，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占 10.37%，其中大学生

党员所占比例为 28.8%。 样本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三、高校党建工作路径探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 指出：“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

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手段。 ”根据现代校园网络环境的特点，做好现代网络环

境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不仅有

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情，还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更多的学生党员能够起

到先锋引领作用。

1.打造一支了解新媒体的党务工作者队伍。 现代网

络环境需要高校打造一支立场坚定、了解新媒体的党务

工作者队伍，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现代网络环境复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

社会已经离不开网络， 科技的进步也带动了媒体行业的

新发展，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因此，打造一支立场坚定、

了解新媒体的党务工作者十分有必要。 主要体现在新媒

体环境下，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加复杂,学生党建面临

更加复杂的环境, 必须有一支立场坚定的党务工作队伍

才能进行正确的引导 ［4］。 经过调查发现， 大部分学生

（61.29%）表示关注负面新闻后会产生失望、悲观等负面

情绪。 负面新闻不一定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但现代网络

环境下一些负面新闻依然层层放大负面情绪， 这时候需

要党务工作者进行正确的引导。

二是新媒体表现形式不断变化需要党务工作者来了

解。 本文调查的数据发现， 微信和微博的关注度居前两

位， 分别为 72.7%和 60.37%, 学校官方主页的关注度为

41.21%，校园 APP、校报、电台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少。 由

此可见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舆情信息的主要媒介。

这要求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队伍必须了解新媒体。 比如手

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

触摸媒体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报刊、户外、广

播、 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格局， 并且变化越来越

大。 现代新媒体传播更为平等，范围更广，传播方式更多

样。高校在开展党建工作时不仅应考虑新媒体的作用，更

要更新观念、加强研究，运用好新媒体。 这要求党务工作

者要熟悉新媒体，能够运用最新的网络语言，来吸引大学

生的关注，进而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

三是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需要党务工作者来判断。 现

代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 要求大学生要有较高的判断

能力。 大学生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如果被虚假的

信息、谣言引导，进而做出过激行为，对大学生的成长很不

利， 因而高校党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同学们能够有

鉴别真假的能力。 通过本文的调查可以发现，对于网络新

闻（时政热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73.36%的大学生主要

是根据新闻发布平台的权威性进行判断，只有26.9%的大

学生是通过自己一定的分析研究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大

部分大学生还是会相信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 但是对于

网络信息，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形成自己看法的大学生还

是占少数。 根据调查，有33.33%的大学生跟随新闻媒体发

布的看法， 有 33.02%的大学生对其看法和意见形成于自

己的分析，19.37%的大学生通过与身边朋友、同学讨论得

出意见，10.32%的大学生主要看多数网民的看法、 意见。

可见，对于一些热点事件能够有自己看法的不到 70%，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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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取值

男生

女生

人文社科类

工科类

理科类

医科类

艺体类

农学类

中共党员（含预备）

入党积极分子

普通共青团员

群众

百分比

44.09%
55.91%
28.62%
23.36%
17.98%
19.29%
7.22%
3.54%
28.35%
22.31%
46.06%
3.15%

变量

性别

专业

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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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法是否理性还有待深入调查。 这之中，大学生很少会

主动去向老师请教。 因此，如果有一支高水平的党务工作

者队伍，能够结合时政热点，引导和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十分有必要的。

2.加大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宣传力度。 在调查中，大

学生对网络新闻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文化（47.11%）、政

治 （40.29%）、 教育 （32.15%）、 经济 （31.5%） 和科技

（30.31%）领域，对国防和军队、社会保障、居民收入、救

助以及法律等其他新闻关注度较低。 再进一步分析，男

生更多关注政治、经济和科技及国防类新闻，女生关注量

最大的则是文化类新闻，对经济、科技和国防信息的关注

度较低。 当代大学生是即将走上社会、承担建设和发展社

会的新生力量， 他们应该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更深

的了解。 因此，有必要在高校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很强的党

建工作宣传队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笔者认为建立一支集党务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高校舆情工作者、关工委老同志为主体的党建宣

传工作队伍， 有利于高校党建宣传工作的开展。 党务工

作者熟悉高校党务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人员作用突出，高校舆情工作者能

够时刻关注网上动态，关工委老同志具有深厚的理论功

底。 高校应当充分重视校园网络建设，成立网络宣传与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宣传部、党建部门、学生处、辅导

员、关工委的老同志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舆情工

作的人员组成的专门团队，专门负责分析校园网络舆论

动向， 为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对策。 党务工作者应深入

研究校园网络文化现象、网络心理、网络伦理等内容，积

极探索校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益内容。 宣传

部门、网络舆情工作者应在日常工作中多关注大学生价

值观教育，以便在网络舆论出现紧急情况时，可以做出

正确、及时的反映，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3.积极培育党员网络志愿者。 在本文的调查中发现，

51.11%的大学生表示会发帖、评论或转载自己所关注的

舆情事件。 但是在这部分同学中，只有 20%的同学会每

个月发帖、转载新闻事件，这表明大多数同学还只是关

注， 没有 “发声”。 特别是面对自己关注的公共话题时，

65.71%的学生认为即使自己与网上观点不一致，也不会

发帖、跟帖或回帖提出相反意见。 主要原因是，认为自己

只 是 看 客 （56.95% ）, 无 能 为 力 去 改 变 他 人 的 看 法

（26.39%），受限于个人的表达能力（11.38%）等。 可见大

部分大学生在面对热点事件， 并不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因此，十分有必要培育一批优秀的党员网络志愿者，在面

对舆论事件时，能够发出正确的声音，引导同学们理性看

待热点事件,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

积极培育网络党员志愿者， 需要党员同学具有较高

的思想觉悟，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着较强的明辨是非

的能力， 能理性看待时政热点， 并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

力。 这批党员网络志愿者的角色既是大众传播中的评论

员、转达者，也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此外，好的志愿

者还可以培育成网络舆论“领袖”。 好的网络舆论表达具

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影响受众的态度方面，成效明显，因

此建设一支积极上进、立场明确、信仰坚定的学生党员网

络舆论领袖团队非常重要， 对学生主流思想的引导具有

重大意义。 这支志愿者队伍要重点将社会责任、 社会主

义荣辱观等内容贴近高校发展实际，贴近学生需求实际，

以实际问题的解决、身边榜样的示范，有针对性地帮助学

生党员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人生信念，完善健康人格 ［5］。

这就需要高校党务工作者、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积极培

育优秀的学生党员， 在高校范围内营造文明网络志愿者

的舆论环境。 通过党员网络志愿者引导网民， 用网民自

己的声音引导、感染网民，实现网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导，

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是

一项需要不断深化和创新的育人工程 ［6］。 高校作为培养

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 正确认识现代网络环境的

特征和挑战，做好党建工作，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有利于做好当代意识形态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

和谐和培养新型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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