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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媒体时代机遇 创新企业职工教育

王 嫱

（北京建工集团党校，北京 100027）

［摘 要］当前，新媒体时代来临，企业必须认识到利用新媒体开展职工教育的优势与意义，直面新媒体环境开展职工教育的

严峻挑战，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将新媒体教育与传统教育实践相结合，实现职工与企业共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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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企业

职工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重要渠道，对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

生活、 工作乃至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企业而

言，做好职工全方位教育工作对于提高企业效益、提升人力资源

素质、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载体来加强职工教育工作、全力打造

职工教育新形态、最大化实现教育价值导向，已成为企业职工教

育中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1 利用新媒体开展职工教育的意义和优势

1．1 为职工教育提供新平台、注入新活力

新媒体信息容量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和交互性强、覆盖

面广，与传统媒体技术相比有着根本性的跨越。 新媒体技术尤其

是网络已经成为现在广大干部职工生活和学习方式的一部分，

再加上新媒体技术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和属性， 为职工教育工作

提供了微信、微博、QQ、论坛、手机短信、新闻站点等崭新的信息

传播方式和交流平台，这些途径多样、形式新颖、交互方便的实

践载体和传播途径给职工教育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2 教育方式方法灵活、职工参与性强

传统的职工教育工作模式多以“灌输”为主，多是借助行政

手 段，自 上 而 下 式 的 说 教，以 讲 座、会 议、企 业 报 等 教 育 模 式 为

主，渠道单一，方法单调，宣传比较多，受众被动接受。 新媒体技

术具有即时性、便捷性、互动性、个性化、参与性强等特点，可突

破时空的局限，以职工易于接受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等方式形象

地传递教育内容，调动了职工的主动性、自主性与参与性，在全

面服务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情感等需求的同时，把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渗透其中，对职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可以收

到更好的教育效果［1］。

1．3 有效增强思想教育工作的时效性、亲和力

传统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开展， 而当

职工存在思想、心理等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便和思想教

育工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工思想教育

的效果和质量。 而新媒体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向交流，实现了思

想教育的时时传播。 同时，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人际交流中的虚

拟环境和虚拟角色，为教育主客体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彼此双方

的心理距离，消除了职工的心理戒备和隔阂，可以坦露心声、反

映问题、发表意见，甚至适时发出求助信号，而思想教育工作者

通过新媒体时时关注了解职工思想动态和真实想法， 极大地增

强了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增强了职工信任度，可收

到不可比拟的效果。

2 新媒体背景下开展职工教育面临的挑战

2．1 新媒体增加了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新媒体具有虚拟性、隐匿性等特点，为负面信息的渗透提供

了温床， 难以有效监管和筛选的新媒体让职工获取信息变得不

确定和难以控制，使得企业职工教育工作日趋复杂化。

2．2 新媒体冲击了传统职工教育的工作模式

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传媒 的 迅 猛 发 展，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信息的接收上越来越趋于同步， 这种信息

的开放性与快捷性带来的变化及干部职工从新媒体中获得信息

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性，大大冲击了原有教育工作模式。

2．3 对教育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提出新要求

面对纷繁复杂和良莠不齐的新媒体信息环境， 要求职工教

育工作者能对纷繁复杂的新媒体信息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的判

定与分析，具备对新媒体信息传播价值取向的判断、驾驭网络传

媒、抢占网络制高点、把握网上教育主动权的能力，而现实中，很

多教育者往往思想保守、未能及时调整心态、缺乏对新事物的敏

锐性，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越来越不被职工所接受，造成职工教

中 国 管 理 信 息 化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2018 年 5 月

第 21 卷第 9 期

May，2018
Vol．21，No．9

82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

育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受挫。

2．4 对职工价值取向和个性心理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职工思想很容易受到新媒体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价值判断

上简单化，在价值倾向上产生倾斜和偏差。 在进行网络交流时，

交流双方往往是在“虚拟实在”情形下进行的，人们的行为、言论

与其真实的身份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对职工的价值取向和

心理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有时会给干部职工思想观念和道德认

知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抵消了企业正面教育的部分效果。

3 新媒体背景下开展职工教育工作的途径

3．1 与时俱进，创新职工教育工作理念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教育工作理念， 面对

新情况、新挑战，务必与时俱进，先要创新教育工作理念。 一方

面，要树立新媒体育人的理念。 我们应该看到，新媒体对于优化

教育环境、拓展教育空间、延伸教育手段、提升教育实效性等方

面都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主动去运用、开发。 另一方

面，要树立常态化的理念。 职工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工程。 新媒体背景下对职工的教育工作不仅要用好传统阵地，更

要注重用多种方法并丰富教学内容， 更要重视日常工作的灵活

介入对其耳濡目染的价值。 利用微信公众号、QQ 群、微信群、企

业电子屏等，让职工无时无刻不处在教育氛围中，促进显性教育

与渗透性教育的有机融合。

3．2 积极推进新媒体平台建设，构筑职工教育的新阵地

在新媒体背景下，职工教育应采取“现实”与“虚拟”相结合

的战略，做到线上引导和线下教育相结合，把新媒体的教育引导

功能正确纳入职工教育系统中，完善职工教育信息化、数字化、

网络化水平的建设， 促进传统职工教育载体与新媒体在教育引

导上相辅相成、相互协调、交叉覆盖。 比如，微信公众号等要紧密

围绕企业特色与实际，在栏目设置上简洁明了、互动性强，内容

上巧妙构思、重点突出，突出企业特色与优势，版面设计精美耐

看，这样在一次次推送与转发中，对职工教育有如润物细无声般

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3 建设队伍提素质，提高教育工作者综合能力

企业要为从事职工教育的工作者提供使用新媒体的条件，

从人员编制、必要经费及设备给予切实保障，努力建设一支既具

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又能掌握新媒体技术的队伍，并不断增

强其综合素质， 把培养新媒体素养作为促进自身成长与发展的

一项长期性的重要任务， 这是做好新媒体背景下职工教育工作

的重要组织保证［2］。

3．4 提高职工的新媒体素养，加强职工新媒体自律教育

在新形势下， 企业应将新媒体素养教育纳入职工素质教育

范畴中，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培养自律意识，自觉遵守网络规范，

培养职工自觉的网络责任意识、 政治意识、 自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培养健全人格和优良的网络道德。 职工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根

据新媒体的发展以及职工在新媒体技术下所暴露出的问题，有

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广大职工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在

互联网上明辨是非的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 让职工能按照正确

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处理发生的问题， 增强职工的社会责任意

识，帮助他们提高新媒体的自律能力，增强网络免疫能力和网络

文化辨别能力。

3．5 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机制，及时正面引导网络舆情

企业要建立网络信息管理机构，制定网络行为准则，通过审

查、监控来规范职工的网络行为，对网络等新媒体上的内容进行

及时过滤和清理。 通过监控、分析，及时发现职工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做到“防微杜渐”，切实建立和健全教

育工作中的新媒体信息监管机制，从而形成健康的新媒体教育

环境。 特别是要开展网络信息舆论监控，及 时 地正面引导网络

舆情。

3．6 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教育活动

企业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组织职工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

活动，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分析研究职工的网络表达

方式和接受习惯，构建丰富繁荣的网络文化体系，用积极健康的

网络文化生活影响他们。 比如开展企业文化、心理疏导和情绪管

理等内容丰富多彩的教育，使职工教育一改以往枯燥乏味、吸引

力弱、成效差的局面。 在组织开展职工特色教育活动时，将微信

等新媒体传播与互动的优势融入其中， 将使活动更加受到职工

欢迎，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总之，新形势下，企业职工教育工作应高度重视新媒体技术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积极转变教育观念，充

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将新媒体教育与传统教育实践相结合，优

势互补，更好地驾驭网络传媒，把握新媒体技术教育的主动权，

从而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教育的实效性， 实现职工与企业共发

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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