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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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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机短信在大学校园的信息传播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借助手

机短信的功能优势,适应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身份多样化发展的新态势,拓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

功能和形态。深入探索手机短信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效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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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spreadingofmobilephonemessageincollegecampushasarousedpeople’s
attention.Therefore,theadvantagesofsuchfunctionsofmobilephonemessagecanbeusedincollegei-
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oastomeet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ofsubjectsandobjectsinide-
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expandtheconnotation,functionandform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carrierinthenewera.Itisnecessarytoexploretheadvantagesandchallengesofmobilephone
messageincolleg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strengthentheeffectiveness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

Keywords mobile-phonemessag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newcarrier

  当互联网还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时,
手机作为一种更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正迅速渗透

到人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占领了高校校园的各

个角落。手机及手机短信已经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

的一个重要部分。手机短信在大学校园的日益风

靡,是其承载的海量信息和多样化功能共同作用的

结果,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和生活习惯

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的影响

1.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手机短信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时空观念,突出

了手机短信的无时空限制性和随身携带的便捷性,
使大学生的交流比使用网络更为方便,实现真正的

信息快速传播与交流。但是,由于手机短信的私密

性和间接性,大学生的短信交流往往只限定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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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内,如亲人、朋友和老师,因此,容易造成大学

生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以及情感的淡漠[1]133。

2.手机短信对大学生交流方式的影响

目前,已开发的手机短信功能,大体包括信息获

取类和娱乐类。大学生既能使用手机短信阅读各类

新闻信息,又能通过手机短信实现游戏、音乐和购物

支付等部分网络功能,这使手机短信的使用率极大

提高,手机短信的使用范围几乎涵盖大学生生活的

方方面面。但是,随着手机短信的功能不断被开发

和利用,大学生对手机短信的依赖程度也随之逐渐

增大,导致 “手机焦虑症”等一系列心理疾病的产

生[2]。

3.手机短信对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影响

手机媒体已经成为继网络媒体之后,造成大学

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之一。手机短信借助

无线网络的形式构筑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形成了其

特有的虚拟社会网络,导致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变

革———产生跳跃式、立体的思维方式,这有利于各类

知识和信息在大学生头脑中的更新。但是同时,虚
拟社会网络的形成,使大学生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

的界限,思维出现符号化、平面化、简单化倾向,致使

理想自我与现实社会的一切联系被隔离[3]121。各类

不良信息通过手机短信的渠道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动

态,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患之一。

  二、手机短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载体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所运用、并且主客体之间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

种物质存在中介形式[4]392。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括:文化载体、活动载体、

传媒载体和管理载体。手机短信作为手机媒体的一

种现阶段的存在形式,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媒

载体领域[5]。手机及手机短信在大学校园的使用范

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手机短信已经成为

信息传播和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主动借助手机短信这种新

的载体形式,创造覆盖面更广、承载思想信息更多、
更便于操作和更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

段。

1.高校对手机短信管理存在的难点

(1)手机短信传播者的身份具有隐蔽性。手机

登记制度规定,手机使用者无需实行实名制手机用

户登记,因此,手机使用者身份的隐蔽性为高校手机

短信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2)手机用户的海量性。根据《中国传媒产业发

展报告2007-2008》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

12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达到5.47286亿户,手机普

及率为41.6%。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5921亿条,
同比增长37.8%。如此庞大的用户数量已经形成

了手机媒体的传播基础,短信的海量使用也说明用

户对手机作为传播媒介的广泛接受[6]294。在手机短

信的使用人群中,大学生已成为手机短信使用的主

力军。
(3)跨学校、跨地域传播。手机短信的即时性、

非时空限制性,实现了短信在国内甚至国外用户间

的快速收发,造成了高校间的管理漏洞。
(4)手机短信接收的非自主性。由于技术的限

制,手机短信只能强制接收,造成手机用户被迫阅读

大量垃圾短信和不良短信。
(5)政策法规滞后。针对电信市场秩序的相关

法律、法规,我国建立的时间尚短,法律执行力和覆盖

力还有待完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针对手机

及手机短信的管理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7]。

2.手机短信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带来

的机遇

李长春同志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八次

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手机短

信等新兴媒体的作用,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和

空间,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贴近大学生思

想实际,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和载体,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手机短信的出现和繁

荣,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宣传阵

地,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
(1)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渠道。手机

短信用户资源丰富,使用范围广,承载的信息量大。
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对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也可以通过与大学生的短

信交流,获得大学生的思想信息,掌握其思想动态。
(2)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手机短信的使

用,突破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电脑设备和人员技

术的要求,充分利用了手机短信的无线移动性和易

操作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受时间和设备的限

制,真正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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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是手机短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的重

要特征。当手机与互联网融合为一体时,手机短信

的功能成为手机媒体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4)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手机短

信拓宽了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渠道与方式,方便了校

园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分

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创造了有利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3.手机短信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带来

的挑战

手机短信这一“双刃剑”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创造了新的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同时也由于

其承载的隐蔽性和海量性信息,对大学生心理和生

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
(1)不利于大学生正常社会化。手机短信功能

的日益全面,造成大学生对手机短信的过度依赖。
以往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的面对面交流,被单调的

以文字短信方式进行的间接沟通所取代,导致大学

生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8]。
(2)容易诱发某些不理智行为的发生。由于手

机短信的信息承载量大,难免存在不良短信和垃圾

短信。目前对手机短信内容的管理尚不完善,许多

不良短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稳定。如危害国

家安全的反动信息、虚假诈骗信息、淫秽色情信息、
考试舞弊信息等等。对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还

未健全的大学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容易引发某

些不良行为。
(3)加剧了大学生的诚信危机。上课玩手机、发

短信,在许多学校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学业的问题之

一。另外,利用手机短信作弊,也成为学校考场管理

的重点。这些行为使大学生的诚信形象大打折扣,
严重扰乱了课堂和考场的正常秩序[8]。

(4)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顺利成长。沉溺

于收发短信,会形成各类生理和心理疾病,影响大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另外,不良短信、垃圾短信的充

斥,容易造成大学生的不信任感、缺乏责任感[9]。

  三、充分利用手机短信构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的新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手机短信科技化、个性化、大众化的特点,使其作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成为可能。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利用好手机短信这一新平

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主动权[10]。

1.发挥手机短信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手机短信文化是一种新兴的校园文化,对短信

文化的规范和引导过程,就是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塑

造和定位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鼓励大

学生开展各类短信比赛活动,既可激发大学生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又能引导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短信文

化品位,自觉抵御不良短信的侵袭,营造生动、活泼

的校园文化氛围[11]。

2.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

信息社会的来临,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同时也影响到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高校教育应

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构建多媒体、信息化的

全新教育模式[3]114。因此,学校应增设媒介素养课,
培养大学生的信息分辨意识、增强其信息处理能力

和必要的信息伦理道德,使个人道德素质有更全面

的发展,既具有鉴别不良信息避免影响的能力,又具

备与社会发展需要和道德文化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素

质。

3.完善大学校园媒体的宣传功能

借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建设红色宣传网站

的成功经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编

辑有宣传教育内容的红色短信,对大学生进行主动

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占领这块

新的媒体阵地,既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成果,又借

助现代科技手段,创造更具生动性、趣味性、多样性、
有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4.构建短信息交流服务平台

通过学校短信交流平台的建立,可以实现以手

机短信方式进行的心理健康咨询以及各类教育资

讯、学校信息、工作通知等资源的共享,建立一个学

生和老师真正及时沟通的交流平台。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根据及时的在线交流,使手机短信较以往的

传统教育方式更形象、新颖,容易被大学生所喜爱和

接受。同时,也能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便于

思想政治工作者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和状态,开展正

面的引导和全方面的沟通交流。
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先进媒介,手机短信为大

学生带来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也为高校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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