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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时代，互联网上各种信息良莠不齐，对高职学

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给理想信念教

育工作带来很大冲击。当前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存在着如

教育内容缺乏鲜活度、教学方式单一、教师主导地位动摇、教

育环境需优化等诸多问题。这就需要从教师、教育教学内容与

方法以及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教育环境等方面协同推进，提

高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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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

网民规模已达 9.89 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人，网

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7%。作为“00”后甚至“05”

后的高职学生群体，出生和成长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

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行为习惯、思想观念深深打上了

网络时代的“烙印”，但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人生阅历尚浅、

辨识能力不足，极其容易受到互联网中不良信息影响，这对高

职学生正确的“三观”形成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培养带来冲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之一，要充分认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利用互联网优势，

创新途径和方法，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网络时代加强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

（一）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

 广大高职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理想信念不仅关

乎个人成长，也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高职学生正处在“三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社会阅历浅、心理不成熟、知识眼界有限、

认知辨别能力不足，十分容易受到网络中不良信息及多元思潮的

冲击，造成道德滑坡、行为失控、理想信念动摇等不良现象。网

络时代帮助高职学生成长为立场坚定的，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高职院校

立德树人的首要任务。

（二）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极大丰富和满足，更是精神

上的全面提升；同时技术技能的提升、身心的健康发展，还包括

正确的“三观”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培养。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

网上充斥着大量的网络色情暴力、网络诈骗等垃圾信息以及西方

价值观等信息，导致部分学生丧失原有的政治立场。因此，加强

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提高学生应

对复杂网络环境带来的挑战，是网络环境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现实需要。

二、网络时代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理想信念教育内容

 高职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主要融入在三门必修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当前高职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存在着更新缓慢和教材内容不完

善的问题，这严重影响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效果。教师较少涉及

网络政治知识，不善于针对某些网络热点与学生讨论分析，很难

帮助学生提高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另外，作为互联网“原住民”

的学生，每天能获取海量网络信息，对社会发生的各种事物有一

定的了解，他们对课堂内容期待较高。但部分教师不能与时俱进，

往往多年使用同一个教案课件一成不变，采用陈旧的教学案例，

教学内容很难引起学生兴趣，学生参与度不高，影响学生理想信

念的培育。

（二）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缺乏创新

互联网的发展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大的冲击，我

国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来实现，部

分教师依然因循守旧，采用传统教学方式，不愿根据时代的发展

及学生的需求创新。互联网时代，学生被网络空间吸引，他们更

多是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信息，发表个人观点。由于学校新媒体

建设落后，资源匮乏，内容过于官方化、信息滞后等，导致学生

对校内网站关注度和利用度不高，校园新媒体难以发挥其对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

（三）教师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需要教师的言传身教，教师是网络环

境下学生正确政治认知和行为的引导者。互联网时代，部分教师

的网络政治知识更新较为缓慢，这导致部分教师面对爆炸式的网

络信息和知识，常常会由于政治理论储备不足而茫然失措，讲授

的课堂内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强，教师的主导地位存在降低的

情况。互联网时代学生关注的信息经常比教师超前，教师在讲授

理想信念教育内容时，许多知识点学生就已经从网络获取了，甚

至有的学生比教师懂得更多，从而使得课堂教学内容无法满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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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期待，降低了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度。

（四）家、校、社理想信念教育环境需优化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受到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家庭、学校、社

会环境，对于学生学习并践行理想信念有积极作用。不好的教育

环境则会让学生形成错误的人生观，理想信念受到动摇。

就社会环境而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信息的传播没有时

空障碍。“泛娱乐化”、炫富、色情暴力不良信息，不断侵蚀青

年学生。不良“网络大 V”、自媒体为了个人私利，利用大小的

社会热点借助舆论风潮夸大、恶意误导裹挟民意，很容易引发不

明事实真相的学生跟风。

从家庭环境来看，在人手一个智能手机的今天，学生在家中，

玩网络游戏、看抖音快手等短视频、阅读网文都是普遍现象。过

多沉浸于网络，家庭成员间缺乏交流沟通，一些学生逐渐变得沉

默寡言，性格孤僻。部分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关注网络世界，缺乏

对家庭及家人关心，变得毫无家庭责任意识，使得他们丧失斗志，

没有目标与理想。

三、网络时代加强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对策

出生成长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的高职学生，作为国家发展

的重要人才资源，其理想信念不仅关乎学生个人前途，也关系着

国家发展。网络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新的问题，要从

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师素质等方面着力，统筹整合家、校、

社多方力量，共同致力于提升网络环境下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

（一）充实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

教育内容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教育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理想信念教学中，许多教师忽视运用网络热点事件补充教学，

使得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缺乏时代性，不能有效地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高职院校教师要加强对网络热点的关注，将学生普遍议论

的并在社会中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热点事件，逐渐培养学生的政治

素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创新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教学方式产生较大的冲击，传统

教学中，教师作为中心单向灌输知识已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教

师要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讨论、辩论、网络媒介等手段

增强双向互动教学。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微博、快手、抖音

等新媒体短视频，对学生有很强吸引力，教师可鼓励学生结合理

想信念教育内容，自创短视频，提高学生参与度。其次，也可借

助新媒体开展课堂在线讨论，教师及时给出反馈，提高课堂互动，

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理想信念教育效果。

同时，学校要充分利用多种方式，向学生传播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的知识，宣扬先进人物的事迹。

（三）构建良好的家、校、社理想信念教育环境

互联网时代，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面对的环境变得愈加复杂，

仅靠学校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需要构建社会、家庭和学校

“三位一体”的教育环境。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网络监管，

加大对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各网站平台

要坚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于色情低俗、网络暴力、恶意营销

等信息网开一面的网络平台要加大处罚力度，不断减少垃圾信息

对学生理想信念带来的不良影响，营造清朗网络环境。其次，家

长要时常与子女进行沟通，关注子女的成长。同时要主动保持与

学校的沟通联系，掌握孩子在校情况，加强家校合作。另外，学

校要加强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丰富校园文化，充分利用

多媒体引领校园舆论方向，积极传播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的内容；积极占领学校网络宣传阵地；加强学生网络行为引导，

营造有序的校园文化环境。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网络自由性、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征

为各种信息产生和传播创造便捷的途径，这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提出巨大挑战。我们只有牢牢地把握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

主方向，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从学生、教育内容、教

育方式、教师和教育环境等多方面改进，才能不断提高理想信念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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