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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新媒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络
等途径，结合手机、计算机等载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
传播形式。以往媒体通过单一渠道传播信息，其传播效率和质
量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缺陷。相反，新媒体摆脱了传统媒体的
局限和弊端，实现信息多元化、实时性。

1　新媒体环境对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分析
1.1新媒体环境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环境有效地创建了良好的思政教育环境，为高校的思

政教育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第一是新媒体拓宽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渠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原有的主要内容有：思想政
治课、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历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论、毛泽东思想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丰富了大学生的综合
知识。但是由于教材以文字叙述为主，视角比较单一，在新媒
体的环境下各种思政教育微课出现，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观
看视频，也可以在小程序或者移动端中学习相应的知识，比如
学习强国的APP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思政教育渠道。

第二是使得高校思政教育更加趋向于个性化，能够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思政课
程模式进行学习。教师能够运用多媒体、大数据的平台搜集学生
的学习信息并且作出相应的课程调整，优化思政教育的课程设计。
教师可以将课程资源投放到网络平台中，便于学生进行学习，高
校学生对于网络环境、网络信息有较高的了解兴趣，推动思政教
育的信息化能够有效地发展高校学生的思政学习动机[1]。

1.2新媒体环境对高校思政教育产生的不良影响
新媒体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有其优点也必然存在着其弊端。

第一，新媒体实现了教育互联，互联网是大数据共享系统。知识
的来源更加多样化，教师不再是思想政治课程的唯一来源。对于
大学生来说，他们是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
认一些存在谬误或者没有被证实的理论。信息渠道对于教学资源
缺乏科学合理的筛选性，这种极端化的教学信息会影响大学生人
生观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第二，新媒体环境对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形成存在不良的影
响。互联网平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有可能造成沟通
上的障碍更加严重。灵活的平台软件这让大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
自由地学习，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资源，缺少了实际的人机交流，使
得思想政治学习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只听到自己的声音，长期使
用媒体学习，也不利于学生的人际沟通。

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途径分析
2.1 结合媒体资源，丰富教材内容
在新媒体背景下，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渠道增多了，实施思

政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有效地加强对思政教育内容的把握，
在教材的基础上增加更多与当下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将传统教
育教学的内容与现代信息结合，有效地拓展高校思政教育的课程
深度，为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提供良好的信息资源保障。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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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中，学生会面对基于不同价值观念的良莠不齐的教学课
程环境，教师需要提前对学生进行筛选和安排，剔除一些不良的、
错误的教学信息，帮助学生排除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教师在运
用新媒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
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教学内容更贴近生活、贴近生活，更
好地转换教学内容，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1]。例如，教师可
以增加一些当下热门的时事新闻、社会议题，让学生可以在课
堂中自主探究和讨论，教师在教材基础上增添当下的政治、时
事新闻进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拓展教材内容的深度，也
能够有效地增长高校学生的文化视野，为学生打造丰富的思政教
育课堂环境。

2.2运用多媒体技术创新思政教育模式
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信息技术，而新媒

体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体现。基于这一背景因素，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要注重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引进先进的
教学手段，比如数据信息平台、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等，有效地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度。

教师需要结合新媒体环境的优势，运用网络技术创新高校思
政教育教学的模式，新媒体环境下，慕课、微课堂是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要途径。通过网络课程的建设，学生能够参与思政教
育学习活动的渠道更多，参与也变得更加便捷，不需要受到实体
课程的时间、空间上的限制[2]。另外，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平台建设，构建良好的思政教育共享平台，在平台上向优秀学
生展示优秀学生的先进事迹、民族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增强思
想政治工作平台的丰富性。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
互动与交流，不仅能够为高校学生的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能力。高校教师需
要运用多媒体技术来创新思政教育的模式，开展不同形式的课程
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思政教育教学环境，提升学生学习思政
教育内容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　总结
高校当前开展思政教育教学活动，需要结合新媒体环境的发

展特点，趋利避害，运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拓展课程的资源，为
学生提供便捷的学习渠道，结合必要的教学创新模式以及实践活
动全方面地发展高校学生的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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