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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路径探析 
徐小燕 

（丽水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学生言行举止具有引领效度。互联网视域下，为高校思政教育迎来新的革新
契机，创新思政教育方法、理念、内容、形式，推进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对此，本文着重分析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机
遇，提出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思路。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思政教育；革新 
 
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社交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对各行各业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尤其
是高校思政教育模式。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应接受挑
战，与时俱进，调整自身授课方法、思维，借助先进技术丰富
思政教育知识，以此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因此，研究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路径十分重要，不仅是学生
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 

一、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机遇 
（一）丰富教育内容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学生信息接

受模式，学生接受信息模式不在依靠于课堂教学中，更多的是
依赖于网络，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的信息，包含新闻资讯、热点
信息等，以此扩充学生知识面。可以说，互联网视域下，丰富
了思政教育内容，但与此同时，由于网络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
对学生思想形成一定的冲击，这也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一定的
挑战。 

（二）创新思政教育方法 
在传统教育体制下，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传递，大都立足于

教材知识，采取单一的授课模式，诸如灌输式教学方法，向学
生传递书本课程知识，不仅使学生获取知识面狭窄，更影响到
学习效度。而互联网视域下，教师促进思政教育的改革，依托
于网络平台，结合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思政教育线上与线下教
育形式，拓宽思政教育渠道，创新教师教学方法，以此增强学
生学习主动性。 

二、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革新思路 
（一）树立新型思政教育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大高校中，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出了新型思政教育观念，这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指明方向，
注入新的的教育动力。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改革，需
要依托于网络渠道，推进传统思政教育观念的转变，树立新型
的思政教育观念，以此实现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在新型思政教
育树立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在思政教育中，坚持民主
化教育模式。在传统教育体系下，教师在思政教育中长期居于
教学主体性地位，这严重打消学生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
在多元化文化视域下，西方文化传递自由性、自主性，这是部
分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教育形式形成抵触性。因此，需要
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坚持民主化教育形式，采取多元化教学方
法，传递思政教育知识以及文化知识，更正学生思想，增强学
生对思政教育以及文化的认同感。其次，教师应不断的提升自
身综合能力，诸如信息资源挖掘、分析、获取、提取等能力，
有效的运用网络教育资源，以网络教育资源丰富思政教育资源，
以此拓宽学生知识面，打破传统教育局限性模式。最后，树立
全球化思维能力，涉猎多学科、多课程知识，包含海内外优秀
文献，取其精华，将精华部分运用教学形式传递给学生，帮助
学生树立增强的文化信仰，进而培育学生文化自信。 

（二）更新教学内容 

互联网视域下，丰富了思政教育内容，需要更新传统教育
内容，推进新旧思政教育内容的融合，进而为学生提供有效的
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有效的教育内容，才能够更好
的教育学生，引领学生，促进学生发展，进而为学生今后工作、
生活、学习奠定基础。在教学内容更新中，首先，依托于互联
网平台，以“四信”教育为导向，推进“四信”教育与书本教
育的融合。其次，立足于传统文化内容，推进传统文化内容与
思政教育的相融合，拓宽思政教育路径。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蕴含的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对教育学生具有不可替代的效
度。尤其针对部分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感缺失，以传统文化为导
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意识与思想，培育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最后，强化网络
道德教育，基于网络信息资源参差不齐，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给予学生针对性的引领，树立文明上网思想理念，以此更新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 

（三）创新教学方法 
互联网视域下，在思政教育革新中，需要创新教学方法，

改变灌输式教学方法，采取多元化教学方法为学生授课，培育
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在教学方法创新中，教师可以运用的教
学方法包含很多种，诸如案例教学方法、导入教学方法、小组
合作学习方法等。教师应将这些教学方法融会贯通到思政教育
中，推进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此同时，
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开展思政教育模式，推进线上与线下教学
活动的开展。首先，需要构建互联网教育平台，将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纳入到其中，推进知识与技术的相融合，制作成课件，
将制作的课件传递给学生，引领学生借助课件自主学习思政教
育知识。其次，在思政教育线下教学中，教师为学生开展探究
性教学活动，引领学生实践、体验知识。诸如以案例教学为导
向，引领分析案例、思考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增强对知识的理
解与掌握，进而促进思政教育改革。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视域下，教师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开

展思政教育活动，较为发挥学生学习需要，进而培育学生自主
性学习能力。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教师可以立足于书本
课程知识，挖掘网络上与书本相关的教育资源，引入到课堂教
学中，丰富思政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更好的教育学
生，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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