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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形成了较浓的学术研
究氛围。学者们分析研究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现状、发展策略、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并越来
越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实践过程。但从总体来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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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bsite for college
students starts later，the academic successes emerged in large number，and a strong academic re-
search atmosphere has been created． The researchers analyze its construction situation，development
strategy，communication effect，evaluation system，etc． ，and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s practi-
cal construction processes． However，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the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bsit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thorough and systematic，and subjects to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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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主动

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

页，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

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这就为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增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指明了方向。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十余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研究现状的

基础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近十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研究的回顾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内第一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产生于 1998 年。①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同时，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网站建设也逐渐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虽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者越来越

多，但是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厚。以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为界限，在中国知网( CNKI) 搜索“思想政治教育

网站”篇名，共查到 40 篇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和 5 篇符合条件的硕士学位论文; 搜索“思想政治教育主

题网站”篇名，共查到 22 篇期刊论文和 10 篇硕士学位论文。搜索“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关键词，共找到
335 篇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为研究重点的有 39 篇; 搜索“思想政治教育

主题网站”关键词，共有 73 篇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建设为研究重点的

有 17 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 或“主题网站”) 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专业论文之中，研究此领域

的专著并不多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上海交通大学谢海光教授、清华大学张再兴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杨

立英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曾令辉教授等。② 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是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有

效载体或平台，学者专家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理论研

究展开论述。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亟需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本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进行系统分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现状、指导原

则、建设策略、吸引力与影响力、评估体系、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初步梳理，以求为更好地建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做出有益探索。

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 一)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现状的研究

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存在问题和不足上，然而，这种研究缺少一
定的系统性，调研的数据支撑不够，难以充分反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情况。

王辉对 100 所“211 工程”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总结出当前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存在“网站不准、资源分散、维护不力、缺乏特色等问题”。［1］江潮炳认为，目前思想政
治教育网站总体说来，“精品的思想政治网站少，缺乏时效性; 与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结合不紧，缺乏实

用性; 与行政管理脱钩，解决问题少，缺乏服务性; 过于严肃，不够生动活泼，缺乏贴近性; 正面灌输多，学

生参与少，沟通、交流不够，缺乏互动性; 建设观念滞后，投入不足，缺乏成效性”。［2］郭梅美以广西大学
雨无声网站为例，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现存问题，即“技术、设备、资金等硬件设施受

限; 内容杂而不精，思政栏目乏人问津; 领导部门不统一，管理团队建设滞后; 宣传力度不够，商业网站竞
争压力大”。［3］史铁杰通过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情况、不同学生对其利用情况进行了分
析，指出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高校学生对红色网站资源的总体利

用状况不太理想，学生对网站信息的了解途径狭窄; 高校对红色网站的宣传不够; 网站在资源共享方面
存在较大问题等。［4］代金平、郝烨通过对参加第三届“高校百佳网站”评选活动的 95 个思政类网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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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者们认为，于 1998 年底建立的清华大学“红色网站”是国内第一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在“红色网站”的影响下，大多

数高校都相继建立了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十余年来，“红色网站”访问量稳步提升，影响力逐步加大。目前，红色网站的总点击

量已超过 200 万次，日均访问量超过 1500 次、点击率达到 25000 次。
该领域的研究专著主要有: 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 2000 年版) 、《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实务》( 2001 年

版) 、《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案例》( 2002 年版) ，张再兴于 2009 年著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杨立英于 2003 年著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论》，曾令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论》( 2002 年版) 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新探》( 2003 年版) 等。



分析，发现它们大都开辟了时政要闻、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党团建设、红色经典等一些专栏，为构建健康

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5］周亮以湖南高校为例，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状、
问题，他认为“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不断涌现，网站主题与栏目内容趋向多元化，增强了吸引力，管理

队伍融入了新角色，提升了新活力。同时，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网站难以在新媒介和新技术中应用，网站

栏目设置的不平衡和网站内容缺乏，管理队伍的素养亟待进一步提升”。［6］

( 二)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指导原则、建设策略、队伍建设等方面。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原则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标准与指导原则。
宋元林结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网站的八个设计原则，即形式和内容相

统一、主题鲜明、风格统一、兼顾下载速度与美观、导航清晰、栏目设置合理、便于更新、良好的兼容性

等。［7］张建军认为，高职院校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应该遵循导向性原则、时效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和

系统性原则。［8］王春花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建设还要遵循服务性原则，体现“教育、引导和

服务”三位一体的理念。［9］于歆、郭艳杰指出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站应遵循先进性原则、建设

性原则、教育性原则、疏导性原则和文化性原则等。［10］王德军、刘中立还提出首先必须明确网站建设的

指导思想，科学导向，遵循全面性、导向性、广泛性、主动性和针对性原则等。［11］胡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

网站建设中要注重坚持领导重视和发挥基层工作者的主动性相结合、自主建设与总体规划相结合、掌握

先进理论的建设队伍与掌握先进技术的建设队伍相结合、积极建设与充分使用相结合原则。［12］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策略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策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网站建设的目标定位、设计

理念、内容建设、版面设计、技术更新、保障机制等多个方面。
叶淑玲、陈宇玺等认为，必须以网络手段解决网络带来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

网站建设中需要考虑网站类型与建站目标、网站建设管理队伍、学生群、站务管理、维护便利性、保障机

制等问题。［13］李勇主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艺术运作，增强网站的文化内涵、人文关怀和服务功

能，运用生动活泼的宣传方式和网络环境的语言艺术，把握网络虚拟特点，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

成有效的育人阵地。［14］杨克平阐述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从队伍

建设、定位、内容、形式、宣传等方面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工作。［15］黄文玲认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特色定位的思路，以网络意识建构办站理念，以品牌意识打

造网站形象，以开放意识制定推广策略。［16］陈雪斌、陈川提出只有善于构筑支点、解决难点、突出重点、
营造亮点，也就是对网站进行准确定位、精心设计、实施 CI 导入、实行制度管理，才能建设成一个“政治

方向明确、文化品位高、学术氛围浓、服务功能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17］王想平在分析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站建设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即网站设计理念应坚持“综

合化”、网站内容应做到信息量大、舆论引导和宣传手法应注重符合“受众”心理、网站建设应重视技术

保障、网站形象的宣传应采取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等。［18］贾桂军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类网站建设进行

了探讨，并对在网站建设的实际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技术问题( 如 ASP 程序) 做了简要探讨。［19］王娟琳、
封红旗等从网站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制作技术来阐述整个网站的设计过程。［20］伍华健、刘力阐述了玉林

师范学院思想政治主题网站———红叶网建设的方案设计、实施过程方案，［21］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

网站的建设与开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研究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学者们大多是在探索网站建设的队伍应该怎么建设，并没有

指出当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胡丽等认为，要积极吸收有志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年轻理论工作者，吸收一批既掌握计算机和网

络应用及管理知识，又有较好政治素质的同志参加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中来。［22］王春花认为，

要调整和优化网络德育专业队伍: 一是要提高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熟悉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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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二是熟练掌握计算机知识与使用网络技能技术，掌握现代思想政治工作手段。［9］胡建文认为，要选

拔一批由专、兼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技术保障人员组成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并加强培训，提

高技能，进一步提高整体素质。［23］黄文玲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人才策略，认为要依托高校教

师队伍的优势，依托具备一定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学生群体，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兼职人员的培

训，加快培养既懂网络又熟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复合型人才。［16］

( 三) 关于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吸引力、影响力的研究

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点击率、影响力、吸引力或传播效果也十分关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

相应的措施，然而实际效果不佳。
江潮炳指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点击率的建议，即要注重栏目设计的科学性、内容的丰富

性、服务的实用性、对象的贴近性、沟通的互动性、建设的实效性等。［2］张卫锴提出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网站的吸引力应抓住人本性、服务性、技术性、特色性四个着力点，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思想性和艺术

性、教育和服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网上和网下四个关系。［24］张泽伟、李道佳等分析了“红色网站”点击

率偏低的原因，并指出提高“红色网站”点击率的关键是理顺“网络进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进网络”、“教育”与“服务”、“堵与疏”、“网上”与“网下”的关系。［25］黄开胜、杨振斌通过对清华大学“红

色网站”的诞生、壮大与发展的考察，提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吸引力，紧跟用户需求，及时满

足他们的需要。［26］王力尘认为，通过认真策划、科学定位、丰富资源、美化页面、系统分类、快速更新，以

特色占领网络宣传思想的高地，从而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穿透力和影响力。［27］高忠认为吸引力和影响

力是衡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育人功能的两个重要指标。要增强吸引力，就必须突出主题的鲜明性，

注重形式的多样性，讲究题材的地域性，增加交流的互动性，确保更新的及时性。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

正确处理教育与服务、少数与多数、软件与硬件、网上与网下等方面的关系。［28］

( 四)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评估体系的研究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评估，学者们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缺少

实践案例的借鉴与分析。
江潮炳阐述了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体系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从方向性、

科学性、技术性、对象性和综合性等五个方面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体系的内容，并采取专家型评

价、点击率调查、动态性跟踪、更新率取样和总结性评价等五种方法进行综合性评估。［29］任祥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并基于综合评价方法，从内容构建、风格设计、技术支持、
管理运作及教育功效等五个主要构成要素入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指标体系。［30］冯跃林在《现

代网络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书中，从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体系的重要性、高校思想政治网站的评估视角、高校思想政治网站的评估要

素、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的步骤和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网站评估机制。［31］( p149 － 158)

三、结论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形成了较浓的学术研究

氛围。学者们分析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现状、发展策略、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并越来

越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实践过程。但从总体来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还不够

深入和系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一) 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实证性研究不足

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学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网站建设的现状、
问题、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进而得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原则标准和一般规

律。然而，学者们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乏从页面建设、栏目制作

等角度进行实证性研究。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长效机制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今后将会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04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学生本位”研究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要以学生为本，增强网站建设的思想性和娱乐性，吸引大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感化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参与网站建设的全过程。目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研究大多

停留在对网站吸引力、影响力不足的现状分析上，缺少“学生本位”的研究，今后需要更多地从学生角度

考虑，进而提出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可行性的对策。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需要做进一步挖掘，准确定位网站，有针对性地提出网站建设的

对策，以求更好地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今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的研究仍然

是一个具有极大研究空间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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