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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及培育路径
———以高职院校为例

汪勇萍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 350108）

摘要：高职院校建设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探索。 通过解析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必要性、优势和难点，并从健全管理机制、完

善运行机制、探索激励机制、创新创作机制等方面探求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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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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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此，高职院校

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化“三全育人”工

作，坚持“守正创新”，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在“微

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加强青年师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 把思想政治工作有机

融入网络教育，抢占网络思想教育“微阵地”，增强新

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高职

院校要加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 着力筑牢

网络阵地，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努

力让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 同时，要充分发挥网络育

人功能，提高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助力青年大学生

成长。

一、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必要性

（一）拓展人才培养成长平台

以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为展示平台， 高职院

校能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网络文

化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在网络文化工作室

的实践教育中，大学生从团队组建、项目策划、运营

管理、成员沟通等各方面得到了锻炼，有利于专业素

质和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 可以激发学生的意志力

和提升品质修养，有利于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的

形成；可以助力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利于“三全

育人”工作的推进。

（二）打造思想政治网络平台

高职院校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创新德育实践，充

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优势， 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高职院校要加强大学生网络

文化工作室建设，打造优质内容共享平台、校园网络

正面舆论宣传平台，以及网络服务、育人和校园网络

文化主题活动平台， 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更好地宣传学校的变化发展。 同时，讲好学校故

事， 传播好声音， 做细做实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提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

（三）建设优秀网络作品平台

高职院校要依托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制作

适合新兴媒体传播的网络应用和优秀文化作品，推

动校院网络文化工作室共建工作；加强“两微一端”

新媒体平台建设工作，形成学校、二级学院网络矩阵

（网站群、微信矩阵、微博矩阵等），让学生优秀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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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校内各媒体平台上展播；进行立体式宣传，发挥

他们的积极性，及时总结可推广、可示范的特色建设

经验，形成大学生网络文化品牌示范效应。

二、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特点

（一）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优势

1.条件保障优势。 大多高职院校高度注重网络

文明建设， 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 一方面，重视开展网络育人，着力加强大学生

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从政策层

面给予支持，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组织、培育

提供较好的条件保障。

2.人力资源优势。 很多高职院校拥有学生网络

社团，并开设大数据、信息技术、新闻采编等专业，大

部分学生具有较强的写稿编辑、拍摄剪辑、策划运营

等专业技能。他们大多熟悉网络作品和网络文化，在

网络方面有较强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这为大学生网

络文化工作室的组建、成长提供了较好的人才保障。

（二）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难点

1.管理机制有待健全，沟通协调不足。部分高职

院校对大学生网络文化建设的研究偏少， 对加强工

作室顶层设计以及各部门形成协同管理、教育、服务

机制方面探索不够。 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

规划和制度体系还有待完善， 要加大政策扶持和经

费支持的力度，以进一步规范校园网络阵地管理。

2.运行机制有待完善，统筹规划不足。部分高职

院校在建立健全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运行机制

上，统筹规划不足。多数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网络文化

工作室隶属于主管部门或者所在二级院系管理，各

工作室的组织培育相对独立、 管理教育方式相对单

一。工作室发展全过程管理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创造

性发展和形成工作品牌方面良莠不齐。

3.激励机制有待强化，内生动力不足。部分高职

院校的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在网络育人方面，存

在优秀资源整合不强、形成教育合力不足的现象；在

充分调动和发挥师生的参与热情上做的还不够，有

待于进一步激发师生的参与性、积极性、主动性。 尤

其是在出台相关奖励政策方面， 有待进一步促动广

大专任教师的工作热情， 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

责任感。

4.创新方式有待加强，创作热情不足。高职院校

的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要加强其成员的专题学

习培训，以激发创作热情。 当前，部分大学生网络文

化工作室的创作不多、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大学生对网络创作的热情， 导致工作室可持续发

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培育路径

（一）健全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管理机制

1.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加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

作室建设，高职院校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校院两级

各方面的资源，建立网络建设管理领导机构，强化网

络思政工作领导体制；按照“职能部门统筹、各部门

分类指导、学院组建、教师指导、学生自主管理”的管

理体制，齐抓共管、共同保障，构建完善的工作体系；

注重育人特色、人文关怀和学生的全面发展，确保网

络文化工作室规范、高效、安全运作；进一步完善网

络育人工作机制，完善统筹协调落实机制，形成协同

效应，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2.落实保障措施。 高职院校要切实加强大学生

网络文化工作室的保障措施， 积极落实网络文化工

作室经费、场地、人员、硬件等必要的条件，加大保障

力度， 并为网络文化工作室有序运作提供必要的保

障措施。 高职院校要设立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专项经

费，让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进一步推动各类网络作品的创作， 调动工作室成员

工作热情，并有序开展网络育人活动。 同时，要加强

工作经费使用监督，让保障条件用在刀刃上，真正发

挥应有作用，做到既规范又有效。

（二）完善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运行机制

1.完善运行机制。高职院校要加强顶层设计，加

强运行规范化管理。由学校的有关职能部门牵头，综

合协调， 在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

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 制定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

室建设整体规划； 积极研究出台相关工作室管理办

法，明确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建立管理、运行、评价机

制，做到有管理、有统筹、有规划、有监督、有评比，形

成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同时，实行分级管理制

度， 按照隶属关系， 由职能部门和二级院系归口管

理，做到责任明晰，管理到位，确保高职院校大学生

网络工作室建设坚持以德育工作为主线，管理规范、

运行有序。

汪勇萍：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及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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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周期管理培育。高职院校要注重组织培育，

在大学生网络工作室中的遴选产生、培育推进、建设

管理、选树示范等阶段，实行全周期建设培育；注重

过程管理和量化考核，通过评比、推荐等方式选树示

范典型，推动工作室建设、高效运作、创造优秀作品，

力争出品牌、出特色、出精品；促进优秀网络文化作

品的创造，推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另外，要加大对

大学生网络工作室建设的管理力度， 指导其明确发

展定位，更好地服务师生，展示单位形象；营造全方

位培育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优良环境，鼓励各大

学生网络工作室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把工作室建设

与业务特色、专业特点相结合，发挥平台特色，注重

个性发展、提升网络文化内涵。

3.探索成果应用。 高职院校要把大学生网络文

化工作室建设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网络育人平

台。一方面，及时总结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的经验和

成绩， 把工作室培育的相关成果融入到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 形成有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培育与评价

机制，打造一批校园网络文化品牌，形成网络文化成

果培育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坚持价值导向，指导

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制作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

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 定期开展大学生网络文化工

作室建设情况评比工作，探索评价机制，重点考察网

络安全、信息安全，选题准确性、内涵深度，点击率、

转评赞次数、传播影响力，传递青春正能量、特色创

新意识等指标； 同时从语言清新贴切、 图片真实生

动、 版式美观大方等方面评价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

室网络作品的新媒体制作水平。

（三）探索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激励机制

1.探索激励机制。 高职院校要调动师生积极参

与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建设培育和网络文化创

作的热情； 制定完善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

室的评先评优、课题研究、成果研发等激励机制；研

究出台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青年骨

干教师等积极参与， 将教师参与网络文化育人工作

室的认定与工作的实绩纳入参与学校育人工作考

核，在进修、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方面，同等条件下

予以优先考虑。 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改进评价

管理方法， 探索将参与网络文化工作室情况作为指

标纳入大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中， 与学生综合素质

得分相结合，对积极参与的学生予以加分，定期开展

网络文化工作室的评比评选， 对表现优异的学生兑

现奖励，切实提升网络育人效果。

2.提供培训平台。 高职院校要对大学生网络文

化工作室的成员进行全方位培训， 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专题学习培训机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注重培

训学习指导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通过开设专题辅导

讲座，邀请优秀的业内人士进行项目指导，带领他们

到融媒体中心开展实践教育，既有普适、大众的文化

培训，又有定向、专项的网络文化技术技能培训，从

而提升网文写作和新媒体编辑水平； 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提升网络创作

水平。

3.做好服务工作。 高职院校要为大学生网络文

化工作室提供人员、设施等方面的服务工作，整合优

秀资源，形成教育合力；经常性了解工作室成员学习

工作情况，帮助协调解决他们网络创作的难点；开展

贴近学生、贴近生活的网络文化与思政教育活动，为

他们优秀的网络文化创作提供有力条件，为他们的

能力培养、素质提升、成长成才提供有力保障条件。

（四）创新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创作机制

1.创新创作机制。在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要引

导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加大优秀网络文化供给力

度，创造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让

学生受众愿意点击阅读、普遍接受、喜欢关注，乐于

讨论，愿意转评赞，引起师生共鸣，形成良好的氛围。

另外，拥有工作室成员成就感，方能激发创作热情，

实现网络文化工作室长远发展； 要引导工作室围绕

师生关心关注的焦点，完善创新创作机制，推动文化

作品创造性，提高网络文化作品质量，强化网上正面

宣传声音，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发挥校园网网

络文化育人功能，涵育学生品德修养，倡导学生文明

上网，打造校园网络文化精品活动。

2.创意网络作品。 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要认

真了解大学生网络文化需求， 内容和选题是网络作

品创造的重中之重，从同龄群体的关注点出发，以朋

辈的视角发现，聚焦学生的热点，策划的网络作品在

网络文化引领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亲和力和吸引

力。高职院校要发挥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作热情，运

用多媒体手段，积极创意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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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抖音等平

台进行展播； 鼓励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积极参与

“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大学生网

络文化节”等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

文化作品创意生产，丰富正能量供给，形成正面舆论

场；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举办校园网络文化

节活动，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力争形

成工作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扩大影响力，努力营造

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3.提升业务素养。 高职院校要加强学生业务能

力培训，锻炼新媒体图文采编、视频编辑能力，提升

网络文化产品制作的专业实践技能；通过作品策划、

文案编辑、后期制作、推广执行等培训，培养大学生

较强的创新意识、协作意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坚持正面宣传引导，让正能量占领网络空

间，引导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把社会热点、校园生

活等鲜活生动的事例与素材嵌入到网络创作中，汇

聚好声音，既讲道理又暖人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润

物无声；定期组织开展网络教育活动，引导学生遵守

网络行为规范，文明上网，提高网络文明素养，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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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network culture studio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WANG Yong-ping
(Fuzhou Polytechnic,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ulture studio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useful exploration of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ng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ulture studio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ulture studios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management mechanisms, improving operating mechanisms, explor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innovating cre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ege student network culture studio; cultiv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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