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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博客技术的发展，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提
供了契机。在这一新媒介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的运行特点，具体可概述为：教育环境

的原生态性与开放性并存；教育空间的去层级性与便捷性共存；运行模式的自组织性与交互性

并存；教育文化的跨地域性与歧视性同在。要实现高校博客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就要强

化思政博客空间的伦理规范性、突出议程设置的舆论导向性以及发挥思政博客多重交互性作

用，并寻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观念、内容、方法、教育者素质以及保障机制的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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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最新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止２００８年６月，中国网民的数量已
经达到２５３亿，中国已经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互
联网用户数最多的国家。［１］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

在中国的广泛应用，作为网络空间衍生的新媒体，博

客（Ｂｌｏｇ／Ｗｅｂｌｏｇ）成为新时期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崭
新亮点。依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博客数量已

达到１０７亿，网民拥有博客的比例高达４２３％。［２］

博客新媒体是继 Ｅｍａｉｌ、ＢＢＳ、ＩＱＣ之后的第四种网
络交流方式，是以贴文、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呈现

的、按时间索引组织的网上出版内容。［３］博客的问

世在传媒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使基于受

众传播的“他媒体”逐步转换成“自媒体”，每个博客

个体的触角都可以无限延展，并以“我的地盘我做

主”的“小我”同“博客公社”中的“大我”延伸着网

络空间的无限可能。

适应当前博客媒介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大学生

在线开发出“思政博客”系统，推出以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性博客网站平台，并于２００６年
３月份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展试点。高校博客思想政
治教育平台的推出，为师生的良好互动提供了全新

的途径，使得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的“面

对面”到现在的“键对键”，拓宽了思政工作渠道，成

为新形势下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亮

点。［４］作为思政教育平台的全新建构模式，高校博

客思想教育平台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全

面解析和进一步探讨高校博客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

运行机理，本文就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特点、过程予

以合理释读，并尝试对完善当前高校博客思想教育

的实践路径予以探析，希冀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这一重大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价值和思维

模式。

二、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教育环境的原生态性与开放性并存

原生态性主要是指在博客空间中充斥着各种积

极、消极的信息，即正面性和反面性的信息都会同时

立体呈现在高校学生面前，这就需要让大学生自己



去分析和辨别。这也意味着新时期高校博客思想政

治教育难度系数增大，需要思政教育工作者及时引

导。实际上，高校博客教育环境的这种原生态性同

其开放性的空间表达和准入机制也有关联。博客技

术实现了对源代码的开放，这大大降低了博客参与

主体的门槛，尤其是“把关人”的相对缺失，个体依

托博客界面便能实现开放性的言论表达和信息的公

开发布。当然，这种开放性的真实情感表达和话语

体系模式，使得大学生更乐于接受这种思想教育

环境。

（二）教育空间的去层级性与便捷性共存

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模式遵循“点对面”的

传播特点，因而，没有明确的传播对象，受众的信息

反馈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断层，并且受众的反馈信

息要经过大众媒介的筛选过滤，因而这种“点对面”

的传播模式使得信息的反馈存在局限性。作为一种

自媒体传播形式的博客载体，其遵循自我写作—自

我编辑—自我出版的模式，外加 ＲＳＳ技术①和超级

链接的强大功能，使得交流的及时性、信息的共享性

以及信息反馈的真实性和直接性成为可能，这种空

间的去层级性使得博客思想教育的传播呈现非线性

的互动模式。此外，博客教育空间的“零壁垒”，使

得思政教育信息的传播和沟通更加便捷，大大提高

了教育信息获取的时效性。

（三）运行模式的自组织性与交互性并存

博客思想教育平台的运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

式组织结构，其参与群体可以选择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进行流动式的交流和信息获取，这完全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式的单向信息传播，依托超级

链接的强大功能支撑，博客思想教育平台实现了多

重交互性传播和表达，真正意义上保证了思想教育

信息的获取者同信息的发布者之间的实时互动，甚

至他们之间的主体身份也将随之模糊。

（四）教育文化的跨地域性与歧视性同在

博客思想教育文化的跨地域性主要是指博客空

间的无限延展性和无国界性，这样必然使得各种信

息和文化处于交汇和碰撞之中，这也意味着博客思

想教育平台将会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文

化阵地。高校作为思想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和密集型

的地方，在面对博客教育文化的跨地域性特征时，更

应该谨慎对待这种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互渗

透。此外，作为网络信息技术衍生的新媒体，博客媒

介也必将会成为西方大国进行“文化入侵”的重要

途径，这种歧视性的“博客殖民文化”输出应引起高

度重视。

三、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实践过程

（一）强化思政博客空间的伦理规范性，提升学

生主体的是非辨识力

博客空间主体一般具有开放性、隐匿性、虚拟性

等特点。博客对于每个上网者而言都是平等的和开

放性的，任何博客用户只需简单注册就可以拥有自

己的博客空间，这里不论其社会身份、地位、职务如

何，也不论其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的差异如何。在开

放性的博客空间里，“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

可以进入的世界，而没有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

和出生形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

界，在那里不管多么奇异，任何人任何地点都可以表

达他或她的信仰。”［５］通过匿名注册拥有的博客，人

们在博客空间中的交往更多的是以代码符号为媒

介，人们之间的实体在场接触变得更少，这必然使得

博客空间中的交往更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在这其

中交往的伦理道德冲突也日渐突出。不受拘束而恣

意大胆的言论叙述可能会突破相关法律法规的界

限，并且，还可能导致对知识产权以及相关隐私的侵

犯，不负责任的虚假信息发布、反动暴力以及色情信

息的泛滥也随之越演越烈，这些都扰乱了博客空间

的秩序，违背了法律法规和伦理道义的精神。

当前看来，大学生正逐渐成为博客用户的一个

主体，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博客空间里，各种文化观

念、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准则、道德规范交织在

一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灌输

者和信息权威发布者，而是同受教育者平等交互性

地利用博客媒介进行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传统意义

上的单向“灌输”、“说教”模式应逐渐转化为“积极

引导”、“帮助选择”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随着博

客空间的拓展，现在大学生自主选择的行为逐渐增

多，价值取向趋向多元，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价值观还尚未完全形成的前提下，面对庞杂的博客

信息，大学生在选择上存在模糊性、双重性和艰难

性。面对博客发展的趋势和引发的社会道德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将网络博客法制教育和网络

博客道德教育纳入高校网络教育之中，帮助大学生

增强博客法制观念和博客伦理道德观念，提高对虚

假信息、丑恶信息、反动信息的辨识力和免疫力。此

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应培养大学生网上自我

保护的意识和能力。网络法律规范是网上自我保护

的重要武器，要帮助学生明辨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主

体的匿名隐形而导致的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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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高对网络陷阱的识别能力，使学生掌握和正

确运用基本的网络法律武器，以维护自己在网络空

间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议程设置的舆论导向性作用，确保思

政教育主题的鲜明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其决定着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定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其

指导和支配着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影响

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只有科学合理、

全面人性地设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才能使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途径、方法

和形式。随着网络博客的问世，博客界面上“议程

设置功能”更加趋于个人化和非权利化。所谓“议

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通

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

中的重要程度。”［６］

当前看来，博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

的主体意识，从而最大程度地淡化了议程设置的权

利色彩，突显出非权利化的议程设置特点，使得以往

相关程度较低的个人议程与媒介议程之间的关系变

得重要起来。然而，博客界面上的“议程设置”趋向

个人化和非权利化，在一定程度上讲，会导致博客议

程趋于低级化、庸俗化、反动化，依托博客媒介所进

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教育的目标、教育的议

程、教育的导向作用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由此，建

构在博客媒介基础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

发挥博客议程设置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培养和树

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增强学生博客群体的

思想政治素养。

强化博客议程设置的正面导向作用和舆论引导

作用，就是要明确博客空间应当传播什么、不应当传

播什么。要保证博客议程设置的正确导向，就要自

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旗帜鲜

明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唱响主旋律，积极宣传科

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把博客空间

打造成为当前宣扬红色经典、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

社会主义经典思想理论体系的新生场域，防止广大

学生群体受黄、赌、毒和反动言论信息等不健康内容

的侵蚀，健全青少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当前看来，利用博客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尤其要注意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的入侵和干扰。

随着博客新兴媒介的发展，作为特色的网络“博客

社区”必将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

态渗透和软文化入侵的首选战略重地，其通过博客

间的交互性和超级链接性，在各大博客空间进行隐

匿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扭曲广大青少年学生的

价值观，使其偏离社会主义价值轨道。它们试图通

过网络进行“殖民文化输出”和“殖民意识形态渗

透”，通过扮演网络“电子警察”，极力宣扬资产阶级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企图腐蚀和毒害中国广大青

少年。

从当前博客发展趋势来看，做好博客界面上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大力弘扬网络博客“爱国主义”和“红

色主义”，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通过博

客空间话题专栏设置和特色议程设置，宣扬民族文

化、本土文化，让爱国主义精神浸染广大学生群体。

第二，要大胆创新民族特色文化，在文化交融中

突显民族文化魅力和气质。面对外国文化的冲击，

要敢于创新，打造和培育特色民族文化理念，在异质

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要全面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增强

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通过博客空间特色文化的

宣讲和讨论，激发广大学生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

程度地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导向作用。

（三）发挥思政博客的多重交互性作用，提高学

生思政工作的时效性

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

信息传播模式遵循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即“由点

到面”的信息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没有明确的传播

对象，并且不能做到交互的同一性，使得信息的反馈

明显存在局限性。而博客依托超级链接的强大功

能，实现了交互性传播，真正意义上使得博客的读者

和编者能够做到实时互动。正如丹·吉尔默所言：

“博客的作者是博客网站的核心，而围绕着博客与

博客、博客与读者、读者与读者间多重交互的沟通，

是关键。没有交互就没有生命。”［７］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生态系统，它包括学生、教

师、教育研究者、课程开发者，甚至包括教育政策、教

育目标设计者。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由

于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存在内部的割裂性，思想政

治教育的最后目标设计过于主观化，完全是思想政

治教育者过于主观性地把教育目标强加给受教育者

群体，忽视其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需求。借助

网络博客媒介平台，人们在博客空间中进行自由地

表达和互动交流，使每个学生个体的声音得到有力

释放，每个学生个体的需求得到有效表达，教育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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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地整合这些信息资源，并融入整个思想政治

教育的系统当中，使得最终教育目标的确立更加灵

活和多样化。此外，在特色的教育博客社区中，教师

博客、学生博客以及学生家长博客能够自由地实现

互访和沟通，对教育手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等提

出建设性意见，从而使教育者能够最快速地对思想

政治教育目标依据现实表达进行调整。

四、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创新路径

当前看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新手段，

博客使得思政工作的空间和渠道得到有益拓展，也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

互动。当然，面对博客新兴媒介数量的快速扩张以

及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博

客媒介的实践过程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为此，要

达到思政教育的预期效果，笔者认为应寻求以下的

路径创新：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观念要更新

在网络博客空间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不再是高高在上和无法挑战的信息权威，而是同受

教育者具有平等地位、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的信息制

造者、信息传播者以及信息监控者。传统意义上的

单向“灌输”理念、“说教”理念，应逐渐转向以学生

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教育理念。这种人性化的教育理

念，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将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与教师在教育中的引导作用有效地结合起来。真正

做到“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和谐、自由、全面地发

展，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与此同

时，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对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想

要及时疏通和引导，通过正面教育与和谐沟通的模

式将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

来，从而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党的领导，积极主动

地学习和工作。［８］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创新

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相对稳定

的、静态的，其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这种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其信息的采集、编写、复制、传

播等均依靠传统媒介，因此常常滞后于社会现实。

随着网络博客传播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博客空间

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逐渐由静态走向动态，从平

面走向立体，从现实时空变为超时空，并依托博客的

ＲＳＳ技术和超链接性功能，使得博客的信息量大大
增加、传播的速度大大增强。由此，应积极主动地将

高科技手段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中，使其

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教育客体的思想实际，并对传

统单一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代之以丰富、多元、双

向、平等、直接的交流方式，以及形象生动、图文并

茂、开放互动的教育手段和工作模式，从而增强网络

博客德育的及时性、全面性、生动性和互动性，使教

育内容更加容易和轻松地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所

接受。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要提升

随着网络博客时代的来临，高校学生的知识获

取和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对高校政工干部的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当前而言，建设一支既

懂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又熟悉网络博客技术的高素质

的政工队伍，是网络博客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迫切任务。首先，要强化政工干部计算机基础

知识和网络博客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网上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如，博客空间中特色思政议程

的设置等；其次，高校政工干部要不断更新观念，在

坚持和发扬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

上，改变过去单向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改变过去狭

窄、封闭、半封闭的思维方式，从而在双向互动的基

础上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状态。此外，要培养

高校政工干部对网络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能力。

要充分运用校园网等网络系统，广泛、系统地收集各

种信息，并对网络博客空间中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

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加

工、整理，以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性机制要创新

适应新时期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特殊形势，需

要重新构筑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机制。

其一，要加强领导，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博客

新媒介的组织宣传工作，要把学生“两课”教学纳入

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系统，不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现代化。其二，要加强投入，尤其是校园网

络建设的软硬件设施应配套供给，要把博客思想教

育平台打造成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形

成健康有序的网络舆论空间。其三，要加强技术更

新，通过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和思政博客系统运

营维护人员的定期培训和再教育，确保博客信息技

术的更新升级，增强对不良信息和意识形态的防御

能力。其四，要加强研究力度，通过正确分析博客对

高校思政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及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和防

范手段，真正意义上提高博客思政教育工作的地位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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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网民已达２５３亿 居世界第
一［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７２４）［２００８０８１８］．ｈｔｔｐ：／／ｉｔ．ｓｏ
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７２４／ｎ２５８３５１７９３．ｓｈｔｍｌ

［２］中国博客数量达１０７亿 参与网上内容创造［ＥＢ／ＯＬ］．
（２００８１１０８）［２００９０１１８］．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０８１１０８／００１１１１．ｈｔｍ．

［３］陈潭，倪明胜．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Ｊ］．政治学
研究，２００７（３）：９９１００．

［４］杨晨光．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博客
［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８０１０２（１）．

［５］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Ｍ］．南昌：江西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９７．

［６］沃特·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
法与应用［Ｍ］．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０：２４６．

［７］甘丹．博客世界交流模式的社会网络分析———以新浪博

客为例［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０７．
［８］朱延华．高校网络思想教育论纲［Ｊ］．现代教育科学，
２００４（３）：１１５．

注释：

① ＲＳＳ是英文ＲｉｃｈＳｉｔｅＳｕｍｍａｒｙ（丰富站点摘要）或者 Ｒｅ
ａｌ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ｌｏｎ（真正简单的整合）的首字母缩写，
是一种用于共享新闻标题和其他ｗｅｂ内容的ＸＭＬ格式。
Ｂｌｏｇ以ＲＳＳ技术为基础，用户安装一个 ＲＳＳ新闻阅读器
或汇集器，然后从罗列成千上万网站的目录列表中订阅

喜爱的网站的内容。一旦登录后，这些网站就会根据用

户的订阅将信息内容送到用户的本地浏览器中进行阅

读，极大地节省了用户的阅读成本。不仅博客网站，其他

专业网站和门户网站也有许多都进行了相关的ＲＳＳ兼容
改造，这一技术对互联网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详细

信息可见“维基百科”，ｈｔｔｐ：／／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Ｒｓｓ．

［责任编辑：陈可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ｔｈ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ｌｏ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Ｉ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１，ＬＩＹｕ２

（１．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ｌｏ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ｎｅｗｍｅｄｉｕｍ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ｓｏｍｅｎｅｗ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ａｓｆａｒ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ｃｏｅｘｉｓ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ｇ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ｂｌｏｇ，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ｌｏｇｐｌａ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ａｓｔｏｓｅｅｋａｌｌ
ｒｏｕ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ｌｏ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９０１·第２５卷　第２期　　　　　　　倪明胜，等：高校博客思想教育的基本特点、实践过程及创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