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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媒体下的青年学子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李燕平   刘融菲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新时代下，网络文化浸入现代人生活习惯。将新媒体作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网络新媒体影响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载体多样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从青年学子、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出发，探究利用网络新
媒体创新拓宽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激发青年学子理解爱国主义热情，促进青年学子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等领域，
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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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network culture has infiltrated the living habits of modern people. Taking new media as the entry poi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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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and diverse carriers of network new media, analyz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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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及影响

网络新媒体是作为一种利用互联网、移动通
信、数字技术等技术手段，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特征的媒体形态，在网络新媒体高速发
展的今天，人们的出行、移动支付、青少年学习
教育、信息的接受与传播等各方面都已经深刻改
变当代人的习惯。网络新媒体具有其他传统媒体
无法企及的特点：

（一）网络新媒体的强效互动性：用户在网
络新媒体下可以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各种方
式，与网络内容进行有效且及时的互动，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想法，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信息交流。

（二）网络新媒体的即时性和范围广泛：当
下，信息的传播不单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书籍、期
刊、杂志等媒介，更多的是借由移动通讯技术和
互联网数字技术，极宽地拓展了传播范围、极高
地提升了传播效率。足不出户就能浏览世界新闻，
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无视空间和时间的传播，人人
都能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分享给全世界，在符合大
众流行心里后甚至出现爆发式传播，形成“网络
热梗”。但不断出现的碎片化的、真假混淆不实
的报道也会因此被广泛传播，导致社会公信力下
降，模糊事情的真相及法律边界，影响青年学子

的判断。
（三）网络新媒体的表现多样性：对比传统

媒体，新媒体的表现形式更为多元化、复杂化，
视频、文章、文字、图片等都可以成为新媒体赋
权下信息传播的载体，利用不同的载体可以传达
出不同的感情和理念，表情包、短视频等可以利
用网络形成的“热梗”轻易的勾起观众的回忆并
达到情感共鸣，从而快速的得到认同感和亲近感。
但同时也会导致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扰乱
正常社会秩序，搅乱社会风气，混乱舆论生态系
统，干扰青年正常思维方式，造成不良引导。

（四）网络新媒体的个性化：随着人工智能
（AI）的普及，AI 能够处理和分析用户大量的数
据，通过算法了解用户的兴趣、行为和潜在需求，
网络新媒体能据此提供在新闻、视频、购物等各
方面的个性化推送，提高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
性。因网络新媒体的个性化推送及个人信息的暴
露，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让其利用特点对
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进行诈骗等行为。

二、网络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的机遇
和挑战

无论哪个时代，青年学子在社会发展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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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也是国家发展的中流
砥柱，青年的爱国情怀能够在科技创新、经济建
设、文化传承等领域，转化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实
际行动。

（一）网络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的机遇：

1. 信息传播渠道有效增加
新媒体不断创新性地发展，深入青年学子的

学习生活。结合科技技术的创新，如抖音等平台
的短视频快速风靡全球，迎来了短视频、直播等
网络新时代，信息的传递渠道更加多样化，用户
的分享、创作、创新等在短视频时代可以通过不
同的渠道传播给更多的人，并且短视频平台本身
就有着十分庞大的用户样本，信息的传播如指数
级增长一样不断扩散且效率很高。

2. 教育环境优化
网络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教育受时间和地

点限制的局面，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随时随地
展开学习，不再受制于传统形式，不再局限于场
地和时间，在学习时间与空间上进行了拓展。网
络教育也可共享电子课本、教学视频、在线题库、
仿真实验等资源，特别是对于偏远山区教育资源
匮乏的地区，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能让更多地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更广泛的学生群体，提高教育
水平。

3. 大数据精准推送
新媒体视域下，青年学子的学习途径和生活

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数字化媒体的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泛，大数据库越来越丰富，利用青年
喜好个性化、专属化的心理，在大数据库中进行
比对总结，可以无视时间和地域之间的隔阂并精
准推送符合青年个性化、私人化的专属“互联网
菜单”，自动识别属性，有效快速地筛选相关人群 ,
降低信息传递的成本，达到信息精准传播的目的。

4. 国际认可度增加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

高，我国本土越来越多的网络新媒体走向世界舞
台，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
口。通过与国际媒体的合作与交流，将爱国主义
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网络新
媒体表达出的爱国情感和团结精神，更是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网络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的挑战：

1. 网络新媒体赋权下对于青年的挑战
当下，互联网形式多样，新媒体新闻主体多

元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多种社区论坛层出不穷，
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有混淆视听之人，明褒暗贬。
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大局观、道德观还未完全成
熟的状态，网络舆情稍有风向，过于复杂晦暗的
媒体生态系统稍有漏洞，都会轻易被人利用，扭
曲青年的认知，改变青年的立场。如何不被误导，
在信息复杂的数据海中找到真实可信的信息，辨
别真爱国主义和包装式诋毁，是所有青年都会面
临的巨大挑战。

2. 网络新媒体赋权下对于学校的挑战
在青年学子爱国主义持续教育中，学校始终

充当着“教书育人”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面临
着多方面的挑战。学校通过第一课堂教学、第二
课堂实践活动、多彩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
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承担
着传授爱国主义知识、培养爱国情感、塑造青年
学子正确的价值观的角色。在全球化浪潮中，不
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
了深刻影响，学校需要应对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挑
战，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青年特点的创新教育方
法和手段，以更加贴近青年学生实际需求的方式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地、理性
地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提高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网络新媒体赋权下对于社会的挑战
面对复杂的网络新媒体时代，政府和相关机

构对网络新媒体的内容监管也迎来了巨大的挑
战，要积极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
流价值观，增强青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
要及时发现并处理有害信息的传播，确保网络空
间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如何监管和引导
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如何
利用新媒体做积极正面的引导，吸引青年理解爱
国主义内涵，了解爱国主义故事，创造新的爱国
主义教育路径，也是社会将面临的考验。

三 . 网络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创新路
径研究

建团百年以来，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变
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网络新媒
体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持续加强青年学子爱国
主义教育，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携手并进，以青春
之我，奋斗之姿，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出璀璨的青春力量。

（一）创新多样化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激励
青年学子以主人公意识参与互动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
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将更多
的自由权和选择权给予青年自己，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在适当的时间段给予适当地引导，鼓励青
年自我思考，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拓展自我，
产生自我觉醒意识，以主人公意识在网络新媒体
主阵地强效参与互动。

1. 创新教育内容与形式，与时俱进。选取青
年学子感兴趣的话题和活动，潜移默化地将爱国
主义教育更加接地气地贴近青年生活，用青年喜
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推进，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
责任感。比如将现在青年学子喜欢的剧本杀和爱
国主义教育进行结合，创作内容真实、正面的剧
本，选择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英雄
事迹的剧本，青年学子以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和推
进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情节剧本，以主人公的身
份身临其境，围绕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或爱国事
迹展开，在剧本杀中体验角色的心路历程，理解
历史背景，进一步感受角色的爱国情感，加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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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理解，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最后通过讨论和分享，引导青年思考如何
将爱国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贡献力量。 

2.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网络平台，拓展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和方式。在抖音、知乎、
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等青年群体流行的平台上
开展红色教育，青年学子以第一视角组织策划和
参与，通过文章、短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自发
主动参与，开展爱国主义微电影比赛、短视频创
作大赛等新媒体创作活动，通过这些平台进行展
示和宣传，进一步扩大创作的影响力。青年学子
以主人公意识自发创作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能更
加亲民及接地气，在浩瀚如海的信息时代吸引更
多的同龄青年学子观看且潜移默化地进一步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

（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着力构建网络新
媒体大思政格局

1. 学校全员上下一起参与青年学子的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青年学子是整个社会的优秀群体，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四五”战
略计划规划的历史进程中，是未来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接班人。融入网络新媒体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利用课程及新媒体等阵地的示范性、引
领性和辐射度，加强网络育人体系建设，在新媒
体课堂中树立正能量，引导新时代青年学子进行
理论学习，认识党的先进理论知识，及时纠正社
会上或国际形势上给学生带来的负能量或错误引
导，勾勒新蓝图，展望新未来，为祖国建设和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2. 增强网络新媒体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利用
新媒体，结合国际形势，提高青年学子的思想政
治学习及认识，在青年学子的第一课堂中，紧紧
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国主义为主线，利
用新媒体技术与青年学子多效互动，进行全方位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等学习认知，潜移默化
提高思想道德认知，丰富青年学子教育的内容和
载体，引导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国情
怀，培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心态。

3. 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第二课堂实践学
习中，全面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力量，不断深化校
企合作，拓展校内外社会实践基地，将专业实践
课程更好的相结合，以专业实践为契机，扎实开
展理论学习，拓宽实践方式，利用课程及新媒体
等阵地的示范性、引领性和辐射度，加强网络育
人体系建设，在新媒体课堂中树立正能量，引导
新时代学子进行理论学习，认识党的先进理论知
识，及时纠正社会上或国际形势上给学生带来的
负能量或错误引导，勾勒新蓝图，展望新未来，
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在不断历练和思
考下由被动接受思想转变为主动输出观念，化被
动为主动，形成纵向树状发展巩固青年爱国主义
教育新体系，潜移默化地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精
神。

4. 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将网络红色
文化资源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

校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红色文化在线学习课
程，结合视频讲解、案例分析、在线测试等多种
形式，组织参加线上红色知识竞赛、红色故事演
讲比赛等活动，开展线上红色研学活动，提高学
习效果和参与度，将网络红色文化资源与爱国主
义教育紧密结合，为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的青年学子贡献力量。

5.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网络媒体素养。
引导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加强对学校教师
的网络媒体素养培训，正确认识及利用好网络新
媒体，发掘新媒体在拓展教育渠道、提高教学水
平等方面的优势，提高运用新媒体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能力。加强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通过优
秀教师言传身教感染和影响学生，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成效。

6. 平台精准推送，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效
果。越来越多的红色遗址、纪念馆、博物馆利用
微博、公众号、抖音、快手等网络媒体平台上开
设官方账号，通过线上虚拟展览、VR 体验等方
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这些平台的算法推荐
机制，将爱国主义内容精准推送给目标用户，让
青年学子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历史、英雄人物、
革命故事等内容，参与话题讨论、在线问答等活
动，增强青年学子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提高传播
效果。

7. 完善网络新媒体生态系统，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网络新媒体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网络新媒体违法违规行
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网络新媒体内容、发布者、
平台的监管与审核，为青年学子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可持续、健康的的学习环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多元化的信息潮流中，基于网
络新媒体下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路径需要不断创
新教育内容与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拓展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强
化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构建网络新媒体大思
政格局，潜移默化地将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接地气
地贴近青年生活，用青年学子喜闻乐见的方式方
法推进，激发青年学子理解爱国主义热情，促进
青年学子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等领
域，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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