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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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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真相”时代下，当信息真相被情绪宣泄掩盖，当舆论引导被不实信息误导，当群众信任

产生网络信任异化，如何及时了解情况，合理化解危机，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守好舆论阵地，树立正确

的网络观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形成良好的舆论氛

围，将网络空间打造成为凝聚共识、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的新空间，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新进路就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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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Way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ost Truth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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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ost truth" era, when the truth is covered by emotional catharsis, whe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s misled by false information, and when the mass trust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network trust, 

how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n time, reasonably resolve the crisis, correctly guide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defend the posit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network view are the main problems 

in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orderly network 

environment, to form a good atmosphere of public opinion, to build the network space into a new space to gather 

consensus, cultivate sentiment, enlighten the mind and lead the fashion, and to explore the new way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ork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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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变革虽然转变了传统传播方式单一

的局面，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较为突出的

莫过于“后真相”时代情绪为先、真相失焦的

不良现象。如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更好

搭乘新媒体的顺风车，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全媒体传播格

局的纵深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

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1] 推动媒体良

好发展，信息有序传播，不能只依靠新闻工作

者的力量，还需要万千网民互相监督，更重要

的是打造一批先进工作者做好思想引导和教育

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挥先锋带头

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阵地由线下转移

到线上，抓好线下工作的同时，深入实践在网

络上广泛宣传主流价值，弘扬红色精神，讲好

中国故事，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

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本文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网络实践

活动，针对“后真相”时代舆论参与过程中，

相比较客观事实，情感和个人信念更加强烈

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

读并尝试提出一些具有实践意义的教育方法，

真正落实人在哪儿，思想政治教育就做到哪

儿，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统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全局。

一、“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新样态

“后真相”时代，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关

注度越来越低，受情绪和圈层的影响，接收

信息过程中趋向于发泄自己的情绪，由个人

信念判断信息的真实性，甚至当信息的发展

态势与个人主观臆断发生偏差时，更倾向于

相信自己的判断，而非事实。需要注意的是，

“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因为它没

有否认真相的存在，只是需要正确的引导和

甄别，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立足于社会

发展要求和个体发展需要，并且不断进行优化

和深入，面对舆论引导偏差，做好宣传工作不

仅要善于发现，而且要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工作中循循善诱，更好地解决问题。

1.“后真相”的理论渊源与流变

“后真相”一词首现于美国作家斯蒂夫·特

西奇的剧本《国家》中：“我们作为自由的人

民，应该自由决定我们希望生活在后真相世界

中。”[2] 其含义为：作为自由的人，我们可以在

了解到真相以后，自由的决定自身的行为。综

合评判“后真相”一词更偏向于一个中性的词语。

如今随着信息的发展与传播，从英国脱欧

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黑天鹅政治事件

的出现，“后真相”一词引发广泛关注，甚至于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把“后真相”（post-

truth）一词选为“年度词汇”。据统计，该词的

使用率急遽上升2000%，但是它一开始是哲学

领域的专业术语。《牛津词典》中的解释如下：

“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

民意。”“后真相”时代信息的真伪不具首要性，

大众对信息的掌握和鉴别不再依靠理性思维和

真相探寻，而是个人情感先行，凭借个人信念、

情绪宣泄先入为主地了解信息或事件的发展动

态。谎言和客观事实共存，介于二者之间第三

种现实的时代就是“后真相”时代。

2.“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范式转变

理查德·波顿曾写道：真相是散落成无

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小

片是完整的真相。信息传播具有动态化和立

体化特征，由此“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也

呈现出不同范式。

（1）传播情绪化

“后真相”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真相置

于情绪之后，情感大于事实，谎言与客观事

实共存，煽动情绪为主，事实分析为辅。利

用与受众的情感共鸣解构客观事实。传播的

过程中受圈层和意见领袖的影响，情绪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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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一旦出现，就会在众人的助推下发酵为一

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因此出现了很多假

新闻事件，为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官方不得

不发表声明辟谣，即使明确辟谣以后，依然

有一部分人执拗的活在自己的“舆论阵地”里。

如此趋势之下，大众不再聚焦真相，而是沉

浸于情感宣泄和盲目听从。

（2）信息快餐化

技术和信息催生下个体对于信息的接收

和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官

方发声到如今的自媒体多角度剖析，从权威

的主流持续跟进播报到现在的标题化片段更

新，从传统的层层审核到当下的即时输出。

便捷化转变的同时，因为受众对信息把握度

不够全面，无法看到事件的全貌，对背景知

识的了解也具有局限性，所以获取的信息过

于碎片化、表层化，再加上部分媒体的诱导，

舆论引导发生偏差，进一步激化情绪宣泄。

海量化的信息推动了时效性的增强，不过

在飞速更新的信息洪流里，缺乏对信息背后真

相的探寻和理性的思考。“后真相”时代，“快

餐化”的信息可以很快喂饱受众，遗憾的是容

易造成难以消化或者营养匮乏的不良后果。

（3）真相故事化

科技和信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生

活方式的转变。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读报纸、

听广播、看电视的习惯正在逐步更迭，受众

对信息的接收愈来愈趋向于目的性。面对干

瘪的数字和冰冷的图表，大众更愿意去听故

事、看情节、凑热闹。“由于故事可以帮我们

理解复杂的世界，由于它们的结构符合古老

的心理模式，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它们是唯一

的真相。实际上，它们可能只是真相之一。”[3]

在新闻报道中，开头故事化是常用的新闻写

作技巧，目的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信息的传播是个体或者群体发出的，不

论是个体也好群体也罢，它是由人组成的，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即使一则新闻、一

条信息都会不自觉的融入个体的主观意向。

受众对于故事化的真相已经先入为主的拟好

了事情的发展动向乃至发展结果。“后真相”

时代，故事化的信息一经发布就会为大众所

关注，在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等内在因素和

外界技术的影响下，舆论引导发生偏差。这

一过程中势必引发讨论，这时出现意见领袖，

大家为各自持有的观点据理力争，互动已成

为常态，不断争论的过程中难免会激化情绪，

到最后只剩下情绪的宣泄，对于真相本身早

已抛之脑后。故事是为了增强阅读性，但是

当它成为有心之人蓄意搭建的陷阱，并且去

迎合大众的某一逻辑时，它就失去了作为证

据的作用，失去了客观性，只会成为情绪的

导火线，误导正确观点以及掩盖事实真相。

二、“后真相”时代不实信息传播的危机

与消解

“后真相”时代，未经证实的信息和过激

的情感表达引发对真相的消解，给网络舆情带

来了极大挑战。非理性、无中心的话语是造成

真相滞后的原因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

情，从引发“后真相”情绪为先，缺乏理性思

考的特征为出发点，有针对性的对大众情绪进

行教育和疏导，有效避免不实信息发酵的不良

社会影响，提供多方位的交流与对话，将情感

煽动扭转为情感共识，使情感共鸣成为凝聚社

会认同，重塑公共意识的“催化剂”。

1. 稀释权威信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想舆论阵地的

重要性，他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

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

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

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4] 思想舆论阵

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近几

年来，网络这一“土地”已然成为意识形态

传播与斗争的前沿阵地，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120

新兴媒体应运而生，大众置身于信息横流的

大数据网络中，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媒体

具有不同看法，不同视角的剖析产生不同效

应。普遍受众的信息甄别能力较为欠缺，良

莠不齐的信息影响受众的理性判断。自媒体

发展过程中，信息筛选趋于弱化，不同于传

统媒体的传播机制，“把关人”的职能逐渐被

边缘化。传统媒体运行过程中，信息刊发需

要经过层层审核，准确度要求高，力求信息

传播的真实性和价值引导的正确性。

毛泽东曾指出：“新闻和宣传工作要坚持

党性原则。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

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5]

如今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来源于网络，

但网络空间管理制度有待改进，频繁出现误

导性信息，势必会影响舆论的正确导向。大

众社会参与度逐步提高，舆论是社会的“晴

雨表”，舆论发生偏差，事件发酵产生不良

社会影响，主流媒体只能去辟谣，不能及时

发挥强有力的引导时，权威信息的真实性在

部分受众就会大打折扣。2020 年伊始，新冠

疫情爆发，大家被要求在家隔离，获取信息

的渠道自然而然只能通过网络。一时间网络

上铺天盖地的出现了许多与疫情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真假难分，给受众造成了困扰的同

时也不同程度地对疫情防控的大局产生了干

扰。许多官方媒体不仅要发布疫情的相关信

息以便人们及时了解疫情动态，还要及时辟

谣安抚群众的情绪以便更好的稳定局势。“后

真相”时代，碎片化的信息影响受众的不仅

仅是情绪，是利用情绪影响受众的判断，稀

释权威信息造成认知迷茫，影响良好的舆论

环境产生价值迷茫。

2. 产生信任危机

“毛泽东主席是出色的宣传家，他的宣传

思想扎根于中国特有的环境，具有浓厚的民

族特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6] 因此毛泽东主席宣讲的思

想通俗易懂，群众信任，这种来源于群众并

且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给群众的宣传办

法，中国共产党也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议讲话中会应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语

言，例如“精准滴灌”“拔节孕穗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等，这些接地气、朴素平

实的语言，不但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而且

增进了亲和力和信任感。

反观西方精英文化，当推特成为总统

发布政务消息的主要平台，当主流媒体成

为政客们引导舆论的工具，当大数据技术

成为窥见用户隐私的摄像头，西方的诸多

媒体甚至主流媒体正面临着信任流失的危

机。从 2016 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期间假

新闻频发，到 2020 年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

事件随时翻转。技术发展下，信息接收越来

越同质化，加上意见领袖的领导作用，受众

接收的信息大都与个人的价值取向趋同。特

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过程中，主流媒体大多

站队希拉里，但是特朗普的行为和言论与选

民产生了共鸣，情绪煽动发挥作用，感性思

维战胜理性思维，特朗普选举成功。如此看

来，有的情况并不是各方媒体造成了一言以

蔽之的极端情况，而是技术的过滤和个体的

圈层影响导致了意见的两极分化。媒体为公

众提供了公开方便的交流平台，因为主流媒

体议程设置功能失效，激化了受众的逆反心

理。2020 年的选举过程中，西方媒体也在不

断解决信任流失问题。特别顾问罗伯特·穆

勒（Robert Mueller）警告国会称：“2016 年

总统大选期间的事情不会一次就结束，当我

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外来的威胁就已蠢蠢欲

动。”Facebook、YouTube 等主要平台开始

重视不实信息筛查工作，采取应对措施，删

除相关虚假信息和账号。美国大选就是一场

舆论战，“后真相”时代，情绪作祟，真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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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选举未开，舆论先行的场面，一经发酵，

必然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美国各方采取一

系列举措，一方面是防止偏激的情绪影响舆

论导向，影响选举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整顿新闻生态环境，转变社会民众的心

理现状和理性认知，扭转主流媒体信任流失

的局面。信任危机不是一天造成的，信任的

建立也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的努力，非朝夕之功。

3. 消解主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公众获取信

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

力。”[7] 面对思想意识的多元性，媒体不同视

角的剖析，网民年龄低龄化，青少年还没有建

立起完善且坚定的“三观”，在一些偏激和歪

曲的舆论引导下，对主流价值产生误读。“后

真相”时代，受众接收的信息内容碎片化，人

人都是媒体，信息随时更新，唯独缺失了真相

和深度剖析。大众被情绪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

相，网络信任异化，真相的大楼被不断侵蚀，

主流价值的主导作用尤为重要。网络上充斥着

各式各样的信息，无良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趣

味，传播偏激思想，进行情感营销，进而煽动

情绪，破坏互联网风气。2019年自媒体账号“咪

蒙”因扭曲主流价值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随后该自媒体账号永久关闭。

发出主流声音，彰显主流价值成为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其实，价值多元并非是一

件坏事。不过，在多元的价值状态下，应该

要存在一种起主导和引领作用的主流价值，

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做到尊重多样性的同时

维护主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媒体和

传统媒体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要此长

彼长，优势互补，长效发展。新媒体也要在

主流价值维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新媒体不

同的是：传统媒体从一开始就有官方的头衔

和权威的加持，所以具有话语优势，但新媒

体面临激烈的斗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要掌握话语权，借助新媒体传播的优势，通

过及时互动获取群众信赖，以此更加有效地

巩固主流价值，不断壮大主流思想。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耦合要求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

主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情形，面对瞬息万变

的状况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有必要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和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过程是

统一的。”[8] 事实上，大众思想品德发展现状

总是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后

真相”时代下出现的一系列不良社会影响，需

要正确的舆论引导，最根本的是要帮助大众提

高政治素养，提升制度自信教育逐步缩小现有

思想政治品德水准与社会进步要求之间的差

距 ,解决这一特殊矛盾 ,“只能以透彻的学理

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9]

1. 契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特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断变化的动态

性特征，与“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范式十

分契合，顺应技术变革下层出不穷的新现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在不断适应和改

进下，逐步显现出其教育和引导作用。思想

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工作要争取立足于前沿，立足于实践，

立足于主体，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找

出新对策，把握新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

网络技术联系逐步密切，融合发展成为必然

趋势，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工作的知识性和趣味化，

有效解决思想问题，是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工作的基础要求。一方面，深化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与时俱进，切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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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强化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综合应用，做到为实际生

活提供动力支持。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仍旧需要进一步转

型，探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动力

源泉。实现以社会发展为导向，以个体发展

为需求，落实个体需要丰富性和社会发展主

导性相统一的要求，稳步推进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向前、向深、向细发展。

2. 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重要地位和独特功能，并贯穿始终。持续

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不仅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目标，也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强

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实践中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清楚，以科学

合理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获得大众的信任

和认可，教育工作更容易水到渠成。利用深

厚的专业知识和生动的社会实践，深入浅出

地揭示道理，使教育对象的影响最大化，逐

渐形成自觉意识。

“后真相”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刚

需”。对个体发展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

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有利于保证正确的政

治方向，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发展来

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助

推器”，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

3. 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始终顺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实践需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合

力，以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为根本，不断整合发

展思路，优化实践方法。“必须科学认识网络

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

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0]

“后真相”时代，情感认同有利于更好的

传播正能量，寻找公众的共同诉求是深化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思想政治教育目

标具有导向作用，应不断指引和激励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

融合多方意见，彰显主流价值，实现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目标和舆论正确引导相统一，着

力解决网络空间的乱象问题，推进大众政治

素养和媒介素养共同发展。

四、“后真相”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进路

时代进步不单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文明和谐的舆论环境也必不可少。诚然，“后

真相”时代下的信息传播带来了不良影响，

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

境提供了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

景下，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内容对于践行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断探索与完善当代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属性具有重要意

义。”[11]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

方法论指导实践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做

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思政人应尽的义务。新媒

体技术信息传播本身并无“原罪”，让它为传

播好中国声音加持，文明理性与技术理性相

互交融，做好新形势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工作，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历史使命。

1.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教育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关

国家长治久安，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内容，时代在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

能只停留在课堂中书本上和讲话里，不仅要

“走近”互联网，而且要“走进”互联网，深

入了解网络空间的舆论现状，不断加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后

真相”时代，情绪为先可以是扭曲价值的“导

火线”，也可以是凝聚共识的“粘合剂”。

随着手机和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普遍化，

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来源于网络，提

升媒介素养已经成为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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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同时维护良好的舆论环镜，是

每一个网民应尽的责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从政治教育到思想引领应该坚持政治性和学

理性相统一。”[12]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做到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媒介素

养更是必不可少，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信息，

需要人们善于辨别信息的真伪，此次新冠疫

情也引发了“信息疫情”，大量的不实信息被

信以为真，对疫情防控造成不良影响，媒介

素养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思想政

治教育集中授课的优势，充分运用课堂，贯

穿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内容，潜移默化中发

挥作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不断强

化责任意识，面对网络上的不实新闻和误导

信息要敢于发声亮剑，培养自身的政治敏锐

性，利用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坚守网络阵地。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注意舆论引导的方

式方法，加强舆论引导，传播正能量，充分

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红色故事，弘

扬中国精神，增强学生“四个自信”。搭乘新

媒体的顺风车，创新传播方式，让传统主流

媒体的发声方式得以改变，通过短视频等形

式，通俗易懂的让主流价值广泛传播，增强

主流价值凝聚力，唱响主旋律，切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全局。

2. 深入推进“四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

来。”（以下简称“四史”）。历史的联系不可分割，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让我们的骨髓里流淌着以

和为贵的滚烫血液，五百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

让我们愈发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七十

多年的新中国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四十年的

改革开放史培养了我们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3]

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培育我

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沃土。

“后真相”时代，不以事实为主的情绪宣

泄，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历史素养，所以不

尊重客观事实。深入推进“四史”教育，符合

传统道德要求，体现当代价值追求。了解历史

发展脉络，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不仅能增强“四

个自信”，而且能通过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分析事物发展规律，以史为鉴，立德树人。

培养历史情怀，不是因循守旧，继承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使我们不断从伟大

精神中汲取力量，在伟大实践中获取经验，肩

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四

史”教育与思政课的有机融合，充分运用好思

政课这个大舞台，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方法让学

生深入理解“四史”内容，深刻体悟“四史”

精神。务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以实践更好的促进对理论的理解，以理论更好

的指导实践。碎片化信息广泛传播，信息真相

故事化，培养个体正确的历史认同和历史担当

已成为现实问题，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忘记

历史是可耻的。深入推进“四史”教育，告诉

青年学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不断提升青年历史素养和网络传播能力，在网

络平台上展现良好的文化素养，向世界展示真

实的中国风貌。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表现

出开放性、个性化、多层次等特征。“后真相”

时代通过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和信息，调动受

众的情绪，利用数据筛选让大众接触的信息

同质化，进而激化情绪，迎合趣味。强化一

元主导多样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成

为重要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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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了高度概括，为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需要正义，民

族需要傲骨，个人要树立远大理想，补足“精

神之钙”，认同、遵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借鉴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反

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人

类在追求社会理想的进程中不断积累和凝练

的价值思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

时代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构建 [14]”。强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传播主流价值，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学生

自觉践行的意识，思政课堂是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主渠道，也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任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切实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责

任担当意识。少年强则国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不懈

努力。仅仅宣传还是不够，还要不断增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感，做到自觉

践行，提升自身素质与修养，最终实现全面

发展。不断引导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五、结语

“后真相”时代除去情绪为先，真相失焦

的弊病，势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还会引起

其他的问题，网络越来越普及化，思想政治

教育应该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

也不能只停留于书本和校园，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应

该首先以教育者为本体，不断完善专业知识

体系的同时加强网络知识的学习，学习先进

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利用互联网技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的优越性、时代性和先进性，

更好的增强“四个自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利用媒体议

程设置的功能，对青年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影

响，以此产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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