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不仅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

者，而且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

等要素。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信息革命来临的时代，

客观环境及教育的客体———学生都发生着复杂而深

刻的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的特性与运动规律，充分利用环境中的积

极因素，使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适应，以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环绕于人

的周围，是人思想形成和转化的外因，它渗透于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目标、

内容、方法等诸要素产生约束，促进和感染作用。思

想政治教育环境除具有一般环境的属性，还具有广

泛性、具体性、可创性、动态性、潜移默化性等鲜明的

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按构成要素的性质划分，可

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

比，社会环境广泛而复杂，对个体思想和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刻。思想政治教育的传媒

环境对我们的大学生而言影响尤其全面，尤其深刻，

它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应深入研究其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影响。

传媒环境，是指由报刊、电视、书籍、网络等大众

传播媒介构成的外部传播条件。大众传媒以独有的

优势———负载信息量大，传递迅速，涵盖面广、交互

性和导向性强等特点，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

观念、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题

的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促使大众传播媒介迅速

发展，不仅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推陈出新，形成以信

息技术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广播等，而且涌现出全

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其作为继报纸、广播、电

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异军突起，并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相互融合，优势互补。

!" 传媒环境影响学生个体的思想

传媒环境的构成主体是大众传播媒介，它们环

绕于学生个体周围，随时随地地交流、传递信息。

!"! 传媒环境对学生个体思想的正面影响。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

作用能有效的引导学生个体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

大众媒介没有强制性，形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

召力和渗透力，容易被学生个体接受；同时它又有较

强的倾向性，其传递的所有信息都要受一定的传播

者的控制，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赞扬什么、批评

什么，形成社会舆论，以引导学生个体更新原有的思

想观念，形成社会所要求和提倡的思想。学生在阅读

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

受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政策宣传，新闻传播，时弊的批

评和揭露，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诱导他们自觉调整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指导行为。二是大众传

播媒介能积极促使学生个体转变思维方式。大众传

播的技术特点使其负载的信息量大，信息传递速度

快，能迅速把信息蕴涵的各种价值观念，理论观点、

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展现在学生面前，这些价值观

念，理论观点扩大了学生选择、接受信息的范围；而

且这种多样化的信息特征促使学生的思维方式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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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性，静态性转向开放性、动态性，打破传统思维的

线性逻辑而重新建立一种横向跳跃性的思维方式。

例如：美国“!"##”恐怖主义撞机事件发生后，$分钟

内该消息便配以图片在各个网站发布。这种信息网

络化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而敏捷。

#"% 传媒环境对个体思想的负面影响。首先，

大众传播媒介导致学生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冲突和失范。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量容易使

信息失控，产生“信息垃圾”，尤其是一些负面信息，

会弱化、冲击学生个体已形成的思想观念，导致学生

个体的伦理认知、道德规范冲突更为直接、激烈，价

值选择更为困难，这在网络上表现尤为突出。互联网

上的信息凭借全球，超地域性的双向传播方式，学生

个体可以主动地提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政府、

学校很难控制信息源和信息渠道，有关色情和暴力

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闻报道、政治言论、文

化理念在网上泛滥。西方国家借此大力进行政治宣

传和政治输出，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

加于别人，传播黄色淫秽、种族歧视、宗教仇恨、法西

斯主义等信息，对学生个体进行“西化”。世界著名的

杂志《花花公子》以合法形式在美国进入国际互联

网，一周的访问者达&’(万人次，其中青年占了相当

的比重。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有)(*的青少年接触

过网上的黄色信息，而这些青少年中!(*以上有性

犯罪的动机或行为，可见信息污染的危害。其次，大

众传播媒介容易诱发学生个体心理问题。大众传播

媒介符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学生个体沟通的

高效率，但也减少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

机会。许多人宁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电视、电影、互

联网上，也不宁愿认真与朋友、亲友交流，久而久之，

必然引发情感的匮乏和冷淡，诱发种种心理问题，如

焦虑、苦闷、压抑、神经过敏等，这种情感冲突加剧学

生个体的自我表现封闭，造成社交障碍。由网络引发

的心理疾病尤为突出，网络的虚拟性和自由度往往

成为学生个体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学生个体变得与

现实社会相隔离，与真实的人际关系相断开，由此而

引发网瘾，网络孤独症、互联网痴迷症（+,-）等信息

疾病。

!" 传媒环境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自然会受

到已渗透社会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大众传

播媒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大

众传媒中的大学生在不同场合往往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受教育者，它们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

和方法的选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载体，它能促使思想政治教

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 传媒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传

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内容

和方式上。首先，大众传播媒介丰富了大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内容的教育的重任，不

仅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一致，而且蕴涵着丰富的

人文精神，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单调、陈旧

的弊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

方时空》、《今日说法》等名牌节目，不仅思想政治教

育性和社会政治性都很强，而且成熟流畅的主持风

格、高品位的文化定位使大学生乐于接受，潜移默化

地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其

次，大众传播媒介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转变。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为积极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它通过图象、声

音、文字、现场参与等形式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使接受教育者身临其境，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尤其是网络的交互性，能充分满足

学生个体自我表现意识的发展的需要，变传统“你打

我痛”的单向灌输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

交流，教育者能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并及时加

以教育和引导，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针对性。

%"% 传媒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大

众传播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首先体现在

信息污染干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传媒环境在向学

生个体提供有益信息的同时，也混杂着大量消极庸

俗甚至是反动的信息，这些负面往往鱼目混珠，增加

了教育和受教育价值选择和判断的难度，使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方式的选择更为复杂。其次，信息传递

的多项性和传播的多渠道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反

馈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实现需要“内化”、“外

化”、“反馈”三个必要阶段，缺一不可。传统的思想政

治教育由于信息干扰少，教育者容易正确及时地评

价受教育者的外化行为，但在传媒环境中，交流的多

项性降低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流效果，使教育

者很难准确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状况，对此作正确

评价，因而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环节，直接影

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后，大众传媒向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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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一般而言，教育者具有较

高的思想、知识、和能力素质。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控制受教育者接受的具

体内容、途径和方法。但在传媒环境中，大众传媒形

成的立体的传播网络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和学生个

体交往的方式。多维的信息传播使教育者不容易控

制信息的走向和进程。时时感到“不知风从哪里来”，

而多样化的交往方式增加了教育者选择教育方法的

难度，向传统的知识格局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一桶

水和一杯水”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的传递、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创新都离不开良好的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大力抓好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

建设，必须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为依据，在党

性、积极性、协调性和层次性原则的指导下，探索优

化和开发环境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

可划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软环境和硬环境、虚拟环

境和现实环境、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它们的特点决

定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差异和作用范围的大

小。我们既要探索行之有效的具体建设途径，又要把

不同的环境建设有机结合，使二者相互协调，相辅相

成，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 大环境和小环境建设相结合。建设思想政

治教育大环境，优化和开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

境；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小环境，首先是家庭环境，其

次就是校园环境，再次是工作环境。建设校园环境：

一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校风建设，强化学生

的基础文明观念和道德约束力，对学生进行人生观

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

非主导文化的粗俗成分；二是加强学生社团的规范

和管理，提高校园文化的活动层次，改变校园文化中

娱乐型内容多而启迪型和思考内容少，社团名目多

而有吸引力少等现象，用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

为一体的活动提高学生的理解和欣赏水平；三是提

高教职工的素质，“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

面都要为人师表”，发挥无声的示范和教化作用。

!"$ 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建设相结合。思想政

治教育物质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相对稳定性，是

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精神

环境具有意识性、可变性、价值倾向性，对思想政治

教育物质环境具有能动作用。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

进，物质环境为精神环境的健康发展提供物质支持，

而积极向上的精神环境为物质环境建设提供精神动

力和思想保证，因此应把二者建设结合起来，不可偏

废。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环境的建设主要是深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的建设主要是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

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思想道德建

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出发，突出理想信念教育、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和知识教育，增强精神环境的辐射力、

吸引力和感染力。

!"! 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建设相结合。一般而

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都是直观的实在的物

理空间，教育者能在实在的空间里把握受教育者的

思想，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所依赖的现实环境。它们的构成要素或其载体都是

实在的，容易为我们所把握，进而确定其建设的方向

和重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网络革命，创造出

新的环境概念———虚拟环境，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的内涵。网络通过计算机、网线、辅助工具把人

们从传统的二维空间拉倒三维空间，荧屏内闪现的

网络事物无法触摸，语言、文字动作等被数字化，营

造出与现实环境截然不同的虚拟环境，人们称之为

“%&’()*+ ,-*+&(.”、“/&’()*+ 0122)3&(.”。与现实环境

相比，虚拟环境没有物理上的体积和形状，众多的成

员、交流的互动，拓展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从而

延伸和发展了现实环境的空间，推动了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方法的更新，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在互联

网上没有地域性、民族性，但其诸多的负面影响也可

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障碍，弱化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此它不能完全代替现实环

境。现实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托，使思想政

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得以充分实现；虚拟环境是现

实环境的延伸，它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方

法，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而既要多层次

优化和开发现实环境，发挥其基础作用，又要重视虚

拟环境对现实环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刃剑”效

应，使其负面影响弱化。在网上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网络宣传体系；加强网络上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宏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网络系统的规范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的网络系统有利于及时过滤过时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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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的信息，防止信息垃圾，非法信息、“病毒”信

息以及网络犯罪，保持虚拟环境的纯洁性。加强校园

网上的!!"检查等。

最后，还要加强积极环境的优化与消极环境的

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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