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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phone Age is a kind of metaphor, indicating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
ogy, the new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expressed strong interactive multi-channel is coming. Un-
der such a background,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fairly important way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to 
gai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us exerting an influence on their motion, study,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moral character, and code of conduct. Such an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has undoubtedly 
brought quite a challenge to student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novative measures, therefore, 
must be taken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and make the management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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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麦克风时代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比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强

互动式的新局面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已经成为高校学生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渠道，影响

着大学生的情感和学习，也影响着大学生道德素养、行为规范的形成，给高校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面对麦克风时代的挑战，高校必须用新的措施来开创学生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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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微博客和手

机上网的崛起，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大众化。在这样

一个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来源者和发

布者，有专家形象地将其称为“麦克风时代”，即随

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好比自己面前放了一个

麦克风，都能传播相关的信息，从而成为意见表达的

主体。[1]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变得越来越快捷，给高校

学生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网络

上信息良莠不齐，各种复杂的信息掺杂在一起，使尚

未建立起判断能力的大学生可能产生信仰上的迷茫和

受不良信息的误导，给传统模式下的高校学校管理工

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必须正确对待麦克风时代下的

变化，创新思路，积极开拓高校学生管理的新局面。 

2 麦克风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机遇 

在麦克风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来发

表自己的意见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专家将网络当

中民众的意见和态度，网民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

意愿的行为，称之为网络舆情。据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底，1.81 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

1.13 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

要是记述个人生活；从 2008 年到 2009 年上半年，针

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上升到 54.5%，比 2007 年

增长了 44.5 个百分点。[2]在这些讨论中，既有对真理

追求的真知灼见，也有黑色信息和不良信息的干扰。

因此，网络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全新的教育模式、

教育方法、教育观念的新的认识, 给高校学生管理工

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促使高校学生管理的机制、

渠道、模式等发生变化, 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

的挑战。具体来讲麦克风时代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

来的机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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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的快捷性和广泛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管

理工作的实效性 

网络传递信息的快捷性和广泛性，可以为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提供管理学生、服务学生的新途径。一方

面，很多学校都建立了贴吧和 BBS 论坛等网络交流和

讨论的形式，通过对这些形式的管理和引导，既可以

加强对学生思想动态、心理需求、现实状况的了解，

又可以听取学生对于学校事务的态度和看法，从而使

教学和管理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提高管理工作的效

率。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对大学生进行管理,在很大程

度上克服了传统学生管理工作影响面较小、传递慢的

弱点,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能很快深入到广大学生中

去。但是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尚未

建立起对事物的正确的判断能力。因此，要有针对性

地、及时地在网上发布正确的信息来引导大学生,帮助

他们树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从而提高学生

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2.2 网络的跨地域性和时间性，便于学生管理工

作的沟通 

信息沟通是开展工作的关键。由于网络的跨地域

性和时间性，使得不同地区和处在不同时间段的人们

都可以共享到信息，更加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工作的

交流。比如在我国的一些高校，过去在学生管理工作

中发一个通知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通过网

络建立学生“校讯通”，几秒之内全校的学生都可以

收到通知；甚至不在学校的学生只要在网路数据库中

有他的手机号，无论他是在家或是实习都可以收到通

知，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除此之外,在网络上开展

论坛也是一种很好的信息交流方式,通过网上论坛的

匿名交流,让同学可以提出对学校管理事物的一些反

馈，为更好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建议。 

2.3 网络的便捷性和精确性，利于新的管理模式

的建立 

互联网信息的便捷性和精确性，可以将学生管理

工作搬上网，从而有利于新的管理模式的建立。把诸

如德育考核、奖惩、学生干部管理、勤工俭学、助学

贷款、学费减免等原先手工操作的工作变成网络操作,

把学生个体操作和学院管理机构把关、审核、汇总有

力结合起来,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学

生管理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学生管理工作者把更大

的精力投放到提炼工作思路,提高工作质量上,从而使

学生管理工作者不再成为学生的“保姆”,让学生管理

工作焕发新的生机。[3]因此，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正

确看待网络的发展，其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救命草，

必须合理利用网络，使其在新形势下为高校学生管理

工作服务。 

3 麦克风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但是，网络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

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高了新的机遇；但是网络舆情

也不能不引起管理者的重视。有人曾称：在网络上没

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形容网络的匿名性下每个人不

真实的一面。在这样一个麦克风时代，各种言论、思

想、文化的冲撞，加上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不可考证，

某些看似“个性、不同凡响”的观点很可能使没有建

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学生误入其中，甚至做

出不理智的行为来。这些情况给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3.1 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透明性的质疑 

麦克风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的支

持下，通过各种方法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言论。在过

去，由传统媒体和精英人物组成的信息来源，在网路

时代则可能被每个普通的网民所代替。普通人甚至也

可以在网络上“一呼百万应”，“发号施令”形成网

络舆论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

误和偏差，但是有些学生或者社会人员在不理解或者 

不明白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这些事情放在网络上，

并通过网络这面放大镜将事情越闹越大，从而引起更

多的学生对高校学生工作方法和理念等的质疑。这种

情况的出现，极易导致学生和学校两方面关系的破裂

和互相的指责，也给学校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 

3.2 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灵活性的挑战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处理事务的方式、方法、

思路、理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结合当时的社

会环境和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来灵活的进行操作。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思维灵活，自我

意识强，个性特征很明显，热心社会事务。传统的管

理模式经常受条文框架、信息发布途径、意见的采集

有限等方面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已有些不适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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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高校学生管理部门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充分利

用网络的特点，发挥其优势，创新工作思路，开辟新

的方法，及时解决学生中出现的新问题。 

3.3 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变性的挑战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更多的人倾向于通过网络来

寻求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在网络上，各种言论的碰

撞，有时会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网络群体性

事件是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诸如微博客、手

机上网等新兴媒体的涌现，网民因维护自己的利益或

者是关注的社会事物而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

应，甚至可能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稳定的群

体性事件。因此，高校学生管理人员不仅要处理日常

事物，还要能及时、有效的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保持

正面、积极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消除学生对

学校的误解；同时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合理有效的

解决。 

4 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措施 

4.1 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上网态度 

胡锦涛同志曾在人民日报考察时指出：“互联网

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

响力......”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阶段，尚未建立起对社会事务的正确的判断

能力，因此加强对大学生合理看待网络舆情的引导是

在麦克风时代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要密切关注学校主网页、贴

吧、ＢＢＳ论坛的发展，正确引导网络留言，并将其

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和相关的留言人进行沟通与交

流，在第一时间内消除学生的疑虑和制止谣言的传播。

与此同时，在日常的工作中，与学校辅导员进行合作，

加强对学生网上道德素质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网络留言和跟帖的习惯，文明上网。  

4.2 加强网络技术指导，建立网络技术管理队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密切关注网上动

态，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与交

流，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要运用技术、

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强校园网的管理，严防各种有害

信息在网上传播。”学生管理工作并不是单独进行的，

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需要其他部门的合作。面对

网络时代的挑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还要依赖于网路

技术管理队伍的配合，从技术层面加强对网络舆情的

监管。因此，学校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干部和老师，

要积极和网络技术人员进行合作，及时通过网络平台

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惑，帮助学生消除成长中

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干部和

教师,还要学习网络知识、了解网络、运用网络,把学生

管理工作和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积极应对麦克时代给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 

4.3 加强健康网络文化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

文化品位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 年 1 月新

近发布的《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09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3.84

亿，其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到了 24.3%。

大学生正成为互联网潮流及网络文化的主体,网络已

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 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文化活动，管理工作才能

正确引导学生的发展方向。首先，结合学生的兴趣点，

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教育、讨论等交流活动，以便准

确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需求，把工作真正做到学生

的心里去；其次是结合专业特点，开展有意义的网上

校园文化活动，如趣味知识竞答、网页设计大赛等,

激发学生对学习和新生事物的兴趣和爱好；最后鼓励

学生管理工作人员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网上交流,教

师与学生的同时“在线”给学生心理上带来的近距离

感会拉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学生管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老师在上网时要引导

学生将关注点转移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等主旋律的话

题上来 ，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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