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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下，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的云端育人平台成为思政

教育的新阵地。文章以问卷调查结合生理学微信公众号实践，了解公众号进行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吸引力等，对云端课程

思政平台的建设及如何利用专业课微信公众号进行思政教育提出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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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课程思政”要充分体现互联网思维，

如何将“互联网 +”融入“课程思政”全过程，来提高思政

教育的实效性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改革问题 [1]。充分利用微博、

微信、腾讯等学生关注、喜爱的新媒体形式搭建云端的思

政育人平台，是进行课程思政的新机遇。如何建立专业课

的云端思政育人平台、怎样更能吸引学生？文章以调查问

卷形式结合微信公众号使用实践，探讨平台建设的理念、

运营要素等问题，为构建云端思政平台，提升和优化平台

建设提出思考和建议。

1 云端思政育人平台的建设理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新媒体大融

合建设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

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201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中提出，“要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运用大

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3]。让思政教育跃

上云端平台，既是顺应时代的迫切需求，也是党和国家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云端思政育人平台与

传统思政育人模式相比，形式更加自由、开放，增加了信

息传播的隐性情感熏陶，让传统课堂从封闭转向开放，将

课程思政从课堂延伸到无限网络空间 [4]，有力拓展了高校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边界，对创新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传播模式意义深远。

2 云端思政育人平台的建设现状

据相关统计，截至 2019 年 3 月，全国高校微信公众号

总量已超过 45 万个，公众号平台成为高校师生获悉信息和

学习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 [5]。当前高校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提升校园文化传播、思政教育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引导作用 [6]。专业课程类公众号也开始利用云端平台进行专

业学术和思政教育的传播，如中南大学“雅医在途”生理

学微信公众号，2018 年创办以来在拓展专业知识宽度、提

升思政育人高度上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7]。为充分利用云

端平台思政育人的传播优势，本文以调查问卷为基础，了

解把握微信公众号的应用情况和其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功能

发挥的作用。

3 生理学微信公众号的搭建

3.1 微信公众号使用现状分析

参与调查的为新疆医科大学 2021 级正在学习生理学的

各专业在校生，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2 年 05 月 20 日至 2022

年 05 月 30 日。问卷对大学生使用校内及专业类微信公众

号的情况进行调查。最终本次调研共回收 521 份问卷，其

中有效问卷 518 份，问卷有效率 99.4%。学生群体基本情况

如下表所示。

对学生使用微信公众号相关情况的调查表明，94.2% 的

学生关注了 50 个以内的公众号；81% 的学生关注并阅读过

校内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内容；81% 的学生每天浏览微信公

众号的时间为 40 分钟以内。可见微信公众号在本校学生群

体中使用广泛，关注度高，阅览公众号消息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是绝大多数学生在生活学习中获取信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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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专业课微信公众号的了解度进行调查后发现（图 

1），只有 67.4% 的学生关注并阅读过专业类公众号，86%

的学生关注数量在 5 个以内，说明相对于通用性的微信公

众号而言，专业课微信公众号在我校低年级学生中的使用

率是较低的，这可能与低年级学生不了解哪些学术类的微

信公众号适合自己，或者因为不涉及难度较大的专业课程，

也不需要利用专业课微信公众号辅助学习，另外就是专业

课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大多较为枯燥、单一，从组织运营

上没有通用性的微信公众号吸引度高有关 [8]。

图 1  学生对专业课微信公众号的了解度

在进行微信公众号思政教育的认可性调查中，58.9% 的

学生认为使用微信公众号进行思政教育学习相比传统方式

能更方便和新颖。62.8% 的学生赞同校内微信公众号思政教

育信息会提升自我思政修养，56.6% 学生赞同校内微信公众

号是获取思政教育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以上数据可以说

明大学生对使用微信公众号开展思政教育比较关心，认为

微信公众号的使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效果，其作为

网络传播工具，开展思政教育有多重优势。

结合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新媒体平台正在日益影响

和改变着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微信公众

号作为信息承载与传播的网络媒介，是学生群体乐于接受

的学习工具，利用云端网络开展思政育人工作，为思政教

育带来更多可能性 [9]。

3.2 微信公众号建设内容

生理学是医学生的一门重要必修课程，为基础医学与

临床医学的沟通搭建桥梁。前期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5.2%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通过专业课微信公众号进行思政教育传

播，88% 的学生愿意关注涵盖思政教育传播的专业课微信

公众号。立足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现实状况，搭建“互

联网 + 思政教育”专业课微信公众平台，应做好以下三个

方面的建设。

3.2.1 锻造思政队伍

教师是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专业课教

师在“三全育人”建设中具有天然优势：课程种类丰富且

开设比重大，授课时间多与学生接触较多，观点容易被学

生吸纳和接受，更容易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0]。在

对 351 位关注过专业课微信公众号的学生进行关注途径的

调查中发现，53.7% 是专业课教师的推荐，18.4% 学生是通

过老师朋友圈转发阅读后关注的，可见学生对专业课教师

推荐内容的重视度和认可度。

专业课教师应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积极参加课程

思政专项培训学习、交流，提升自我的思政素养；通过课

程思政教学竞赛、示范课观摩、教学改革项目申报等活动，

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路径；加强教师的信息化能力培养，

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网络思政教育相关活动的积极性，不断

创新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方式，落实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

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 [11]。

3.2.2 优化思政资源

生理学的理论知识背后承载着肩负使命的学者不畏艰

险、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大爱无疆的医者敬畏生命、救

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生命逻辑的理论遵循整体稳态的科学

辨证观等，蕴含了丰富的医学课程思政元素。生理学课程

思政教学资源建设中要充分挖掘课程中的家国情怀、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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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等思政元素，避免“表面”思政及“硬”思政的融入。

在对学生最希望能从专业课微信公众号推送中获得哪些方

面知识或帮助的调查中发现（图 2），90.6% 的学生希望通

过使用专业课微信公众号学习相关专业知识、70.1% 的学生

希望了解主流教育思想和理念、63.5% 学生关注紧跟专业前

沿学术动态的内容、56.7% 的学生希望能够得到道德思想品

质的提升，说明学生对利于自身专业学习和成长的内容关

注度较高。结合调查结果，目前我们梳理了五大模块的思

政资源：肩负使命，科教报国的生理学家；探索创新，追

求真理的诺奖故事；甘于奉献，扎根边疆的最美新医人；

实践应用，发现生活中的生理学映射；科研粉丝，追踪生

理学前沿动态。在课程思政资源库的基础上，我们创办了生

理学微信公众号，旨在进行生理学知识的科普宣传和思政教

育。公众号创办半年以来发表了多篇原创文稿，我们发现风

趣幽默的动画视频学生点击率及转发率较高，占到了公众号

总点击阅读量的 50%。另外，结合思政味的专业知识类的文

稿会获得可观的阅读量和点赞量，这与我们调查问卷的结果

是相符合的。可见筛选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及心灵共鸣的优

质思政资源，是取得立德树人实效的有效方法。

3.2.3 强化运营组织

专业课教师是云端平台运营团队的主体，负责推文的

原创内容、质量等文案编辑，内容质量是吸引阅读的第一

要素，运营主体应多关注受众的信息，分析受众的需求和

关注点。在对学生认为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思政教育传播

主要的改进措施进行调查后（图 2），77.3% 的学生认为内

容编辑很重要，要创新传播内容与形式。直接生硬的思政

说教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原创文稿辅以视频、图片、动

画等多元形式间接将思政内容渗透其中是学生乐于接受的

方式。对我们的公众号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86% 的阅读

点赞量来自图片丰富、配以视频的文稿，这也是后期我们

在运营中重点加强改进的方面。另外，有 50.2% 的学生认

为要有反馈机制，提高双向互动性可以增加微信公众号进

行思政教育传播的实效。在平台运营中还可以选拔吸纳学

生进行文稿创作、排版等活动。学生的参与一方面凸显其

主体作用，增加用户黏性，另一方面还能有效扩展微信公

众号的用户范围，提升影响力。

图 2  对专业课微信公众号内容及组织运营的认识

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频共振，润物无声地将

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课堂教学中，是新时代下赋予专

业课教学的新使命 [2]。微信公众号作为网络思政教育的新阵

地，拓展了思政育人的时空。利用专业课微信公众号将专

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充分融合入教学过程中，形成线上线下

有机配合的思政教学模式，对于开展好新时代的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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