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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中，

自媒体已不仅仅作为一种传播和

沟通方式而存在，更体现出“立体

化虚实交流场域”。自媒体用表达

方式的塑造、情感需求的满足和

价值观念的建构给当代青年提供

了丰富而广阔的社交想象，由此

催生出一系列符合他们价值特质

的网络文化现象。习近平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

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

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本研究期望以大

学生作为当代青年感性意识形态

理解和表达的一个缩影，分析“微

信公众号”在向大学生传播感性

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作为受众

的大学生群体又能产生怎样的理

解和价值体验？自媒体时代，高校

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程中又应

该采用怎样的途径？

一、研究设计

从研究内容、研究目的来看，

选择 大学生 广 泛 使 用的自 媒

体———“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

象，同时也是是因为该媒体能较

好地反映出当前高校利用新媒体

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真实状态。基于研究样本的代表

性考虑，选择三个较为典型的高

校辅导员微信公众号———“南航

徐川”“辅导员娘亲”“华农鑫巴”。

同时，笔者利用滚雪球抽样

法选取 10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样

本。通过与他们进行深度访谈，从

传播受众角度了解他们对这 3 个

高校辅导员微信公众号传播内容

的自我解读，着重分析他们对其

传播内容的感受和评价，以期更

好地分析大学生在自媒体环境中

的价值需求和表达。

二、研究分析

（一）话语理性和价值超越

对于高校辅导员微信公众号

来说，是否满足学生的特定需求，

是主持人媒介话语理性是否具达

到教育实效的重要逻辑。对于“网

络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来说，传

播内容是否能让学生感到“有

用”，是高校辅导员微信公众号进

行主流价值观传播和培育的主要

功能。访谈研究给了研究者这样

一个答案：传播效果还取决于自

媒体传播环境中“话语模式”建

构。从“工具性话语”到“体验性话

语”的转变，“反映出浓郁的生活

气息，鲜明地表达出人们的社会

生活需要与价值关切”，更能促进

大学生基于个人生活逻辑起点的

建构，以回应他们对于“自我”的

追寻。“南航徐川”不仅解决了

“话语”的转换，同时实现了教育

回归“主体性”。

（二）情感传播和角色归属

当情感融入传播 进程的时

候，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至

少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 ,在虚拟

场景中由微信等新媒介所实现、

激发的情感表现与交流具有哪些

新的特征？第二，围绕大学生日常

生活的个人叙事在微信平台上的

快速传播，可否被视为大学生的

情感表现和角色交流的“普遍行

为”?从研究的个案可看出，“辅导

员娘亲”建构的“情感认同”提供

给大学校园里众多“散落、自由的

学生个体”价值整合的机会，让每

一个关注过的主体能找到自身的

角色定位。这一结果表明,自媒体

传播只有超越技术逻辑,以“价值

共同体”视角深度剖析才能实现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实效。

（三）微观叙事和圈群生活

相对于 “宏大叙事”来看，

“微观叙事”更关涉那些生活化、

碎片化的个人体验和感悟。对于

面向学生群体的高校官方微信公

众号，“华农鑫巴”采用文本叙事

视角构建了从个体到中心的传播

效果。无论宏大视角还是微观叙

事，其目的都是要达到主流意识

形态传播的教育目的。这种价值

可以推动“关注者”在朋辈趣缘群

体中找到精神动力，可以实现从

理性观念到实践行动的“跨越”。

三、结论与思考

（一）“以人为本”：高校运用

自媒体进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话

语模式

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力量，高校教师在利用自媒

体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话语

模式转向，不仅表现为高校在适

应技术进步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的不断改善，更是利用技术

“客体”对大学生作为“具体的人、

感性的人”的主体性的关注。话语

模式的转向是互联网时代高校利

用网络开展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

宣传教育的“话语方式创新”。作

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阵地之一，自媒体空间

的传播效力最终应该回归到学生

作为“感性的人、具体的人”本身。

（二）“回归生活”：高校运用

自媒体开展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价

值之源

高校在利用自媒体传播主流

意识形态的“风格”向生活化和感

情化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号

主持人刻意追求自我独特风格的

展现或不假思索地迎合受众。高

校针对大学生在自媒体领域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风格”，是基于

传受双方（教师—学生）互为主体

的互动过程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

和传播，它更需要融入主流意识

形态的共享和交流以期有效实现

国家意志和伦理价值的自我建

构。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高校主流

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部分，高校

教师自媒体传播叙事中的“你”

“我”“我们”虽然来自于大学生

的日常生活故事，但更要把握矛

盾的普遍性，最终要体现出理想

信念教育的理性和逻辑。

（三）“情感共鸣”：高校运用

自媒体加强主流价值观培育的运

行动力

自媒体传播技术满足了受众

关于交互的需求，在新的网络技

术空间中，大学生不再仅仅满足

于“看”，更有着不同的个性化特

征———他们也会根据自身的体验

选择和解读公众号的传播内容。

随着辅导员自媒体平台传播语境

的转向，基于个体发展需求和交

互体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

在不断加强。通过这种新的沟通

媒介，实现了高校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的“瞬间共在”，进而得

到自己所期望的情感共鸣。

原文发表于 《当代青年研

究》2019 年第 2 期，有删减。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这首曾激励中国人民志愿

军将士英勇杀敌，唱响半个多世

纪的战歌，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 周年的日子里，又一次带

我们回到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70年前，共和国刚刚成立，

中华大地百废待举，帝国主义的

屠刀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

中，数万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

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第七

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年轻的共和国面临严峻

的考验，风尘仆仆的人民军队受

到新的挑战。

1950年 10月 8日，经过慎重

考虑，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

重大战略决策。彭德怀受命挂帅，

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

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煤油灯下酝酿的“出征誓词”

1950 年 10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炮兵一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

军炮兵一师，奉命第一批入朝作

战。在开赴前线前夕，部队层层召

开誓师大会，就在召开誓师大会

前夜，炮兵一师第二十六团五连

指导员麻扶摇负责起草全连的出

征誓词。

麻扶摇清晰地记得，在连队

的誓师会上，好多战士的决心书

上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祖国、

保卫家乡”的语句，有的高呼“横

渡鸭绿江”的口号，所有的发言都

提到“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誓词。

身为指导员的他把战友们的铿锵

誓言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当晚，在

昏暗的蜡油灯下，麻扶摇挥笔赶

写战前发言稿。动笔之前，思来想

去，他总觉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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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英雄气概，大力弘

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对

于激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 斩

棘、奋勇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机械学院教师马轻轻说，通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们重

温了光辉的历史，和前辈们在精

神上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

接。在今年的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克时

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磅礴 力

量，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求发展谋

幸福的决心。

城建学院教师李豪、段然表

示，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

倍感振奋。抗美援朝战争大胜利

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

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

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

群众不断走向胜利。

外国语学院师生们在观看纪

念大会直播后表示，回顾抗美援

朝伟大胜利，高校教师要进一步

明确新时代赋予自己的教育使

命，要在实际工作中回答好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把立德树人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新时代的青年学

生，要进一步敢于担当、勇于奋

斗，努力做新时代有责任担当、有

创新精神的建设者，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

的贡献！

材料学院研究生舒梦雅、黄

红虹等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

励了青年一代要铭记伟大胜利、

传承伟大精神、推进伟大事业。我

们要团结在党的周围，立志成才，

敢于拼搏，把先辈们的接力棒接

过来、传下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

事业；我们要努力学习、刻苦钻

研，勇于担当，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城建学院学生刘志兴、陶晔

宇等动情地表示，在认真学习习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内心

激动澎湃。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新时代的学生党员，一定要铭记

历史，珍惜和平，弘扬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理学院学生吴欣怡等说，作

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要时刻铭

记抗美援朝伟大历史，弘扬抗美

援朝伟大精神；用行动践行爱国

主义精神，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全面

发展，奋发成才；要继承和发扬革

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把祖国建

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师生在

观看大会直播后表示，抗美援朝

胜利来之不易、意义重大。这场胜

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

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共产

党员那钢铁般的意志永远激励着

我们，我们要向先烈致敬、向身边

的英雄学习。学校老领导肖克慧

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今年

还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广大

师生要向身边的英雄学习，在困

难面前不低头，迎难而上、奋力拼

搏、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 推动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党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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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从未踏出省界的我

头一回来到上海，怀着青春懵懂来

到上应大，成为了一个“异乡人”。

幼年时就会背诵“独在异乡

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然而

诗句中寄托的思乡之情对于从

未远游过的我而言，只是一团无

法理解的模糊光影。初来上应大

的我，稚气未脱，心境好似一寻

常游客，就连那连绵的阴雨带给

我的，也只有湿鞋的困扰。我兴

奋地在校园各处闲逛，或撑伞看

雨，或在凉亭观湖，每天都在与

舍友的嬉笑傻乐中度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上应

大的新鲜感逐渐淡去。接踵而来

的，除了上课，还有各类讲座报

告、社团活动，傻乐的时间被不

断压缩，而那团无法理解的模糊

光影也开始聚集在我脑海里，渐

渐有了形状。

高中同学中我最先开学，我

常用一句“万事开头难”来安慰

在新环境中受挫的好友们。然而

我也十分明白，开头虽难却有新

鲜调剂，其后紧随的长久的枯燥

日常才是最难挨的。当我对学校

环境了然于心时，当我习惯了早

起晨读时，当那些曾经一天几个

微信嘘寒问暖的亲人习惯了我

的远去时，我对两千公里外故乡

的思念才刚刚开始。习惯了学习

结束后离开教室时的夜幕渐浓，

对故乡的渴望也与月亮一同攀

上心头。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秋

日悄然而至。即便过往再难以忘

怀，人也必须向前走。我尝试像

以前一样积极学习，努力适应新

的生活。上应大，于我而言，不再

是一个“旅游景点”，它是我的奋

斗之地，那一条条已然熟悉的校

园道路，将指引我走向明天。我

在上应大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

的位置———我 要做一个努 力奔

向明天的上应人。

最近网上有一部纪录片深

深吸引了我，视频推送选用的照

片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用半截手

臂敬礼的老兵。他叫周全弟，他

没有手，也没有腿……

说到长津湖，可能很多人并

不知道这个地方。而对于周全弟

来说，这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地方。

70年前的朝鲜北部长津湖地区，

发生了一场冰与火交织的惨烈

战役———长津湖战役。

1950 年 11月，大雪纷飞的

长津湖，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精锐

的美军第十军狭路相逢。正是在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给敌人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群衣衫单

薄的士兵，冒着零下数十度的苦

寒，顽强阻击撤退的美军。周全

弟所在的连队中的大多数士兵

牺牲在了寒冷的战场上。而周全

弟，则因为严重的冻伤失去了双

手与双腿，但这支连队的名字却

永远 铭 刻 在 了 中 国 人 的 心

里———冰雕连

回国后，周全弟克服了重重

困难，不仅做到了生活自理，而

且还学会

了 骑 车、

写字。在

他身上，

我看到了

一个志愿

军老兵的

精神———

不 畏 艰

难，百折

不挠。这

种精神属

于全体中

国人民志

愿军。

有人说志愿军是靠着人数多

才能击败美军，依靠的是人海战

术。这些人大错特错了，他们永远

不会明白支撑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英勇作战的是顽强的战斗意志，

而这来自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

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年轻的热血

洒在了异国他乡，冰雕般的身体

之下却有着一颗为了祖国不怕牺

牲的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