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联盟推进课程思政需要遵循的基
本规律分析

1.1思政工作和教书育人的规律
思政工作作为保障高校学生思想正向发展的基础课程体系，

在工作落实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全新工作方式、模式的出现，最
终目标都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
背景下的高校联盟，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推进课程思政，都需要
始终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最好的思政教育工作是在无
形中，在时间、地点正确的基础上，传递正确的观念给学生，达
到润物无声的一种境地[1]。此外，高校联盟携手推进的课程思
政，是为了实现其他学科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推动其他专业
学科的思想政治化发展，但其他学科教书育人的目标也不能抛弃。
教师则需要以自身主观能动性发挥为基础，在尊重教书育人工作
规律的基础上，以学生的真实需求和能力现状，推动课程思政的
落实。

1.2青年认知和互联网传播规律
90后和00后作为高校学生的主要成员，也是在互联网时代

下成长的全新一代，使得高校学生群体的个性相对较为鲜明，
并且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参与感也变得越发强烈。为了保证
高校联盟所推行的课程思政能够得到全体师生来自内心深处的支
持，高校需要以学生个性特点、实际心理发展需求的全盘客观掌
握为前提，在顺应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同时，以符合学生兴趣、爱
好的方法落实，逐步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地参与到课程思政中。在
我国互联网体系，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终端持续普及的影响下，信
息的发布和接收渠道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趋势，并且现阶段的
信息出现了一种显著的碎片化特征。高校联盟为了保障课程思政
推动的效果，则需要在尊重网络交流、信息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借
助各种互联网平台对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工作进行深化，以此实
现课程思政内容与高校学生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融合。

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联盟推进课程思政的工作优化策略
2.1建立完善的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机制
在互联网+背景下，为了保障高校联盟的课程思政推进能够

发挥应有的效果，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正向健康发展，必须
要重视高校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高校联盟可以根据其所属
地区已有的区域优势和职业教师聚集优势等，借用模块化的教学
方式，实现思政教师的互聘以及课程思政的学分互认，这需要以
学校之间签订联盟合作协议为重要前提条件。这种思政教师互聘
的方式，能够推动高校联盟在教学方法、思想层面的有效交流。高
校联盟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对各种优质的思政教育资源等
在协同合作范围内进行共享，并借助于VR虚拟科技等，对于思政
教学的内容进行直观化的虚拟呈现，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高校联盟也可以借助集体备课、教研教学、监督评价等方面
的信息交流、共享，推动思政课程理论和世界生活之间的连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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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思政育人工作的一体化、多方位落实。
2.2建立思政共享教育模式
高校联盟在合理推进课程思政落实的过程中，需要以高校

联盟之间的学分互认运行机制和模式建立、完善作为思政教学模
式改革工作的切入点，并在当地政府部门学校领导给予支持的基
础上，签订有关思政共享教育方面的合作协议。除了需要各校认
真落实本校专业思政和教学工作之外，也需以各个成员学校的特
色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课程思政群作为信息共享的单元，其中具体
包括了互通思政课程体系的建立以及思政课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
享等方面。同时高校在推进思政课课程群改革工作落地的过程
中，需要以全面的调查研究结果作为基础，将以思政课课程群为
基础建立完善的思政教育学分互认机制作为出发点，并针对教学
模式进行合理的创新，形成包括数字平台、教学资源、学分互认
在内的全新思共享教学模式，推动高校联盟之间的优质思政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以便为学生参与课程思政提供主观且良好的学
习环境。

2.3课程教育的创新
高校联盟在推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将思政理论

课具备的学术地位进行凸显，让学生感受到思政课原有的学术氛
围。同时在思政课堂的教学工作过程中，思政教师需要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全新的理论成果融入到教学课堂
中，确保思政教学工作能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形成紧密
的关联，并借助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案例解决高
校学生在思政知识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困惑，帮助学
生体会到思政课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关联。此外，通识课程和专
业课程作为高校联盟课程思政推进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需要通过课程体系的思政化发展，确保专业、通识课程能够借助
思政元素挖掘、应用落实课程思政工作[2]。通过分析各个专业学
生在学习需求、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别，借助各种师生沟通、课
堂互动方式的建立，避免课程思政出现的理论知识灌输讲解等不
良现象，激活学生在情感、价值观方面的共鸣。

3  总结
高校联盟的课程思政推进能够在全面发挥高校联盟已有的区

域优势和思想教育教师群体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教学资源以
及学分互认机制，推动学生思想观念方面的正向积极发展。这却
需要高校联盟在全面遵循思政教育、教书育人、青年学生等多项
基础工作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思政协同育人机制以及学分
银行，配合课程内容体系的创新，持续推动课程思政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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