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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它改变了信息
获得及文件传送的方式，成为促进社会迭代更新的动力源泉。
但对于当代高校学生而言，其思想还尚未成熟稳定，对于社会
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极易失去自我，这不
利于高校学生的综合发展。因此，应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对高校
学生的影响，结合当前形势，及时调整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1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互联网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其应用也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
与教育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下教学环境的必然发展，因此互联网技
术进入校园也已成为必然发展。高校作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学
习场所，改革思政教育可谓大势所趋。

除此之外，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以及教育方式的重构，对高
校的思政教育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标准。因此，互联网视域下高
校思政教育的改革，从而创造出更符合我国高校学情的思政教
育，不仅是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自身的要求。

2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途径
2.1革新思政教育理念
当前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高校也应紧跟时代潮流，清楚

认识互联网技术对教育教学的重要性，不断革新教育理念。尽
管如此，仍有一些高校不能正确处理互联网与教育教学之间的关
系，使学校处于转型的尴尬期。这些高校轻视或过分关注与互联
网相结合的教育思维，从而影响了当前的思政教育工作，使教学
水品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高校更应即时革新思政教育理
念，根据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实际发展，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将互
联网技术切实的运用到高校思政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进而保证
思政教育的顺利展开。

同时，高校思政教师也应不断转变自己的思维，贯彻“终身
学习”的教师观念，即时通过互联网了解当前社会有关的新的思
政教育教学相关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1]。课堂上，转
变以往的教学模式，通过正确的引导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课程之
中。日常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了解互联网
时代下学生的心理变化，将学生的自我特点与教师自身所有的教
育理念相结合，及时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交流，通过实际应用不断完善自我。经常性的参加高校思政教
育有关的培训课程，不断学习思政理念，多与同行教师进行交流，
在不断切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教师素养，从而提升自身的思政教
育教学水平。

2.2构建网络教育平台
互联网视域下的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时应顺应时代潮流，利用

互联网科技，积极构建网络教育平台，使平台成为教师与学生之
前的沟通桥梁。此外，通过构建网络教育平台可以增强教师之间
的交流，丰富各地域间思政教育教学的相关资源，从而达到教育
资源共享的目的。高校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教育平台，随时随地
的进行学习，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流动性，也改善了以往课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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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某处的教学现状。教师也能通过平台向学生布置课后任务，
学生在平台提交后，教师可随时查看并提出相应的意见。由此可
见，网络教育平台的构建，既可以使学生更有效的学习，也可以
相应减轻教师的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仍有部分高校尚未投入网络信息平台的
构建与使用。因此，各高校应加大对网络教育平台的关注力度，大
力宣传、推广网络教育平台的使用。在构建网络教育平台时，通
过民意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以及学习需求，以此增
强学生对网络教育的好奇心，从而丰富网络教育平台的细节，使
网络教育平台中思政教育的相关知识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学生
通过平台主动参与到思政教育中去，增进学生之间的思政交流，
达到培养学生思政意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2]。

2.3拓展课程教学内容
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是保证学生综合发展的前提，互联网视

域下的思政教育同样重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思想的革
新，教师也应不断重构教学内容。除了坚守当前教育环境的大
方向，更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拓展创新思政课程的教学内
容。同时，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更要加大学生的思想
建设。例如，教师在课程准备的过程中，在立足于教学内容的
基础之上，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查找课程相关案例或视频。在教
学过程中，也可以融入与课程相关的新词汇，借此来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达到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还可以将民族文化与高校
思政教育相结合，开展一系列有关课程，通过各大视频网络平台，
向学生展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而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高校也应注重对学
生网络道德及法律意识的培养。互联网时代，全民都可以通过简
便的方式了解到当前社会的转变，只有不断增强学生在互联网视
域下的法律意识，让学生意识到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才能使学
生更好的约束自己。此外，教师还可以开展思政教育相关的实践
活动，通过联系当地公益组织或带领学生去附近法院旁听等方式，
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建设，让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切实结合。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

变，作为高校思政教师更应紧跟时代潮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
变以往的教学模式，不断革新思政教育理念、拓展课程教学内容，
才能够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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