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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逐步完
善和创新。这种基于虚拟空间，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根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工作
方法，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
运用的背景及条件，进而探讨其在实际工作中应符合的原则和要求，将有助于推进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科学运用，充分保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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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在实践中

适应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特定时期思想特点而

创造出来的［1］377。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主

要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即“疏”和“导”。“疏”，即

“疏通”，就是指疏导者先对被疏导者进行情况调

查，了解情况后根据被疏导者的具体情况，有目

的、有针对性地让被疏导者将内心深处的想法、困
惑等充分地表达出来，达到疏通之目的。“导”，即

“引导”，是“引导、教导”之意，指疏导者在疏通的

基础上，循循善诱，让被疏导者提高自我认识，形

成科学、正确的思想认识过程。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络虚拟空间，不能简单地照搬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需要在继承的基础

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一、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运

用的客观背景

1． 适应网络环境的特点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与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疏导方法具有显著不同。首先，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疏导方法更为方便、迅捷。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主客体双方的

联系变得更加便利、随性而自然。其次，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更为丰富，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主要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计

算机网络间接实施疏导活动，双方可以通过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网站、MSN 以及当下流行的微博、
微信等多种渠道相互交流，使得沟通方式多样

化，充分保障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的实效

性。再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选择和

运用更加符合互联网虚拟环境的特点和要求，这

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疏导氛围。不同于面

对面直接进行疏导的传统方法，虚拟社会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大部分是匿名展开的，主客体双

方都化作无形的方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

虚拟关系反而促进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疏导

过程中的平等性。
互联网络虚拟社会环境是开展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的基本场所，因此，运用疏导方法开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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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适应互联网络虚拟环境

的特点和要求。互联网的隐匿性和互动性的特

点也为我们运用网络思想政治疏导方法提供了

便利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2］243因此，我们应通过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疏导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广泛而深入

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可以自由参

与、多向交流。
2． 满足网络受众的需求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是在开放的网络虚拟环境下及时有效地传递

信息，积极开展疏通和引导，虽然是符号性的人

机互动，但是在人机后面却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情

感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因此，从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终极目标和受众群体来看，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疏导方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满足网

络受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疏导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要求工作方式人性化，

增强教育主体与网络受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实

现疏导过程规范化，扩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影

响力。
首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应最大限

度地满足教育对象的客观需要，从而更好地为网

络受众在虚拟社会中接受教育提供服务。其次，

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主客

体间交流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平等，平等互动也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基本特征。只

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在平等的基础

上进行思想交流，在多维度、多层次、多媒体和超

文本形式的信息互动中进行疏通引导，努力形成

思想情感的共鸣，才能有效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最后，确立教育者在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网络受众

客体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动态受到社会主流价

值观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意识形

态的渗透和冲击，客观上必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者充分发挥对受教育者的引导作用。

二、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运

用的基本条件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对教育的主体

和客体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合理开展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促进受教育者的品德及

教育者的德育工 作 向 着 社 会 所 要 求 的 方 向 发

展，并激励受教育者及教育者的进取心”［4］564。
1． 树立新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观

互联网的客观存在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全

新的含义，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外
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在客观上要求思想

政治教育者不仅要重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法，同时更要重视充分运用互联网络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不是人们的

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意识。”［5］32 信 息 社 会 的 发 展，要 求

思想政治教育要依据互联网络的特性和规律，

创新和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不断

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

此，要充分运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首

先要求教育者树立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观，发

挥互联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优势，将

传统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的“灌 输”、“疏 通”、“引

导”与网络环境特点结合起来。
2． 建立新型的网络主客体关系

基于虚拟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比，其较为明显的区别

就在于主客体关系的不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主客体的关系定位明确，而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由于网络的变幻性和虚拟性

等特点，教育主体和客体双方都是无形却又真

实存在的，主客体的定位和界限已经逐渐虚化，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平等化。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通过对多媒体等媒介的运用，把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数字信息，形象生动地展

现在网络受众面前，充分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

象的内在要求，推动其自主选择和学习思想政

治教育信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教育主

体之间的沟通和 交 流 是 在 平 等 的 条 件 下 进 行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实施过程主

要是主客体双方在理性和情感上的动态人际互

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面向大众的直观、
感性特征，往往比其他环境因素更容易影响人

们的思想和行为［6］271。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疏导方法的运用，需要建立平等、和谐、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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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新型网络主客体关系。
3． 掌握运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

相关技能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历来主张贯彻疏导

方针( 或原则) 。”［7］83 为了更好地运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疏导方法，充分发挥网络载体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就要掌握其运用的基本技能。
一要注重受教育者的话语权。将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要求转化为易于被网络受众接受的教育

内容，并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工作方法，才能取得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二是充分

运用网络的多媒体技术和手段。“思想教育的

过程，从特定意义上说，就是思想信息的流程。
它的储存、传递和表现，需要借助于语言、文字

和人的行为，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和从事实

际活动的人。”［8］60 三是真正了解网络受众的实

际心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的前提，有助于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4． 合理运用网络环境

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状况来看，网络

思想政 治 教 育 环 境 主 要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首

先，宏观环境，它影响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

想动机、行为发展方向。其次，中观环境，它在

具体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与主客体的思

维过程与活动方式密切相关。最后，微观环境，

就是能对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产生具体影响的环境模式，也是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面临的局部环境。宏观环境、中观环

境和微观环境共同构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的整体，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

影响人的思想行为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进展。

三、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

运用的原则和要求

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原

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原

理和互联网特点的前提下，对网络受众进行有

效疏导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运用过程应遵循网络自

身的特点和规律，注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

统一，区分共性疏导与个性疏导，切实符合教育

者、网络受众以及整个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发展的客观规律。
1． 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

原则

( 1)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教育主体是

人，教育对象也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网

络受众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感。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教育者的率

先垂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即以受教育者为

本，发挥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9］17。教育者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在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疏导作用，促进网络受众

形成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质。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目标的制定

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执行和完成，都需

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从这方面而言，以人

为本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运用的基本

原则。
( 2) 坚持平等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平等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原则，就是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注重发挥教育

者的主导作用，又注重发挥教育对象的能动作

用。平等互动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

的一个基本特征，客观上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双方旨在通过平等的方式进行思想上的

沟通和交流，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运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就必须尊重主客体平等互动这一原

则，处 理 好 两 者 的 关 系，促 进 主 客 体 的 共 同

发展。
( 3) 坚持疏通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主要包括疏通

和引导两个环节。疏通与引导密切联系，不可

分割，疏通是引导的前提，引导是疏通的目的。
疏通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是人们思想、行为活

动规律的要求。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就离不

开社会实践，就不能拒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否

则就 不 可 以 继 续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生 存 和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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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0］251。只有通过疏通和引导，认同一定社会

的主导意识形态，自身才可能得到这个社会的

认同。人的思想往往具有隐蔽性，如果缺少思

想疏通的过程，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就难以全

面地展现出来，引导也会因此而缺乏根据，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也会因此而缺乏针对性。
( 4) 坚 持 个 体 疏 导 与 团 体 疏 导 相 结 合 的

原则

网络受众的个性化趋势日益增强，客观上

需要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以满

足个体的主体性、个性化要求。而网络的开放

性、交互性和及时性，可以为网络受众实施个性

化疏导提供良好的平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

导方法的内容和实施方案的设置必须考虑受教

育者的个体特征和心理发展规律。严格地讲，

只有具备了一定实践技能、经验和科学文化知

识，并实际地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才能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11］129。网络受众要敢于向

主体倾诉，教育者要着力培养网络受众的能力

和个性，促进其全面发展。只有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疏导方法适应网络社会的特点，确立对网

络受众进行团体疏导和促进个性发展的有机统

一，才能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运用

的实际效果。
2． 疏导方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

要求

( 1) 对主体的要求

教育主体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实施

者和指导者，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能否

得到有效运用的关键所在，因而，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疏导方法的运用必然要对教育主体提出较

高的要求。首先，教育主体应具有较强的能力和

较高的素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有

效运用，要求教育者掌握多种基本能力，充分了

解受教育者的真实思想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开

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次，对教育主体知

识构成的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

运用过程和途径决定了教育者要拥有比较广博

的相关文化知识。最后，主体所采用的疏导方法

的可行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能否在

实际工作中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教育者所采

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可行。方法得当，会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之，效果则可能不甚理想。
这正如列宁所说:“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

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12］38

( 2) 对客体的要求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运用过程中，

受教育者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主动地与教

育主体进行切实有效的互动交流，并配合其开展

相关工作。对于教育主体所提出的各项问题要

给予合理、真实的回答，反映出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在些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

我完善和自我实现，这也将促进教育主体根据实

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此外，受教育者应

充分依据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情况，深刻

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实质。
( 3) 对环境的要求

网络环境影响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的

思想，良好的网络环境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

方法实施的客观基础和根本保证。“人们的观

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

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

的改变而改变。”［2］291 网络环境正是通过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潜移默化地对参与其中的主客

体施加影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观念和意

识逐步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关系，充分

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受

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

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而已”［5］11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与网络

环境之间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的关系。“网络的技术属性和网络的本质特征是

确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和方法的基本规律

性依据。”［13］168因此，在特定条件下所产生和运用

的教育方法，往往又会反过来对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环境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环境的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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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sulting method in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YU Dan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ulting method embodie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virtual space，this new working method that aims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both the subject and object sid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ulting method in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practical
work，will contribute to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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