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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何庆猷

（泰国格乐大学　10220）

摘　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尤其在当前对素质型人才高需求背景下，更应注重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作为教书育人的主要载体，能给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新，使其在教育
行业中的应用优势越来越突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应用优势，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的创新仍是当前高校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且互联网本身还具备正反两面性，故在互联网+时代下，就应结
合新时代的育人目标，积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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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high demand for quality 
talent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alen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s the main carrier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can deliver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o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Among them, the rapid updat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made its application advantages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However,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form is still the main topic of 
cur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Internet itself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so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we should actively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new era to guide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values.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

引言：
互联网的应用，丰富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拓宽了其的知

识面。但是，互联网中不乏夹杂着大量不良信息，而高校学生的辨
别能力还未完全成型，如若不加以合理区分，将会给学生的价值观
造成冲击。因此，互联网 + 时代下，老师就应充分做好对学生思想
的正确引导，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这一渠道，积极的给学生普
及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帮助
学生更全面成长。本文就针对互联网 + 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展开具体的分析与讨论。

一、互联网 +时代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互联网承载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而其中的很多信息都是传统

课本没有涉及的。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就有效拓宽了学生的
知识面，给学生知识的获取提供了多种可能。而“互联网 +”时代
主要就是指 ：信息技术与当前各个社会领域的结合，让信息技术的
应用优势能够充分得到发挥，推动各个领域向前稳步发展。并且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足不
出户就可阅览国家大事，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只要拥有网络设备，
学生随时随地的可以获取想要的数据信息。较传统教育模式不同 ：
互联网 + 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再只是局限于课堂本身，
所学习的知识也不再局限于课本教材，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获
取各种热点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 ：互联网 + 时代下的教育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师所扮演的角色，老师不再成为知识的权威，
主要是因为学生也成为了知识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学生无需由老师
采取讲解或者推荐的模式进行新知识的学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选择想要学习的内容即可，具备了更强的自主性。此外，利
用互联网技术，老师还能充分借鉴并利用网上的课程资源，来实现
对目前教学模式的更新和扩充，增强课堂活动开展的灵活性【1】。

（二）、挑战
互联网中的数据信息良莠不齐，虽然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加强对不良信息的审核和限制，但是互联网的存在，就增大
了学生浏览不良信息的机会，相应的也就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
展带来了一定难度。尤其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大量的西方文化涌
入我国，给学生的传统观念带来了较大冲击，倘若学生不具备较强

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受到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导致迷失自我。
传统模式下，老师往往是课堂的主导者，课程知识的权威者，而互
联网 + 时代下，老师和学生之间更加平等，获取知识的渠道也相对
等同，这样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同样也阻碍了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序开展。因此，互联网 + 时代下，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应根据当前的时
代发展背景，扬长避短的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思想政治课堂，利用
机遇，应对挑战，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能全面
的提升的学生的综合水平【2】。

二、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薄弱环节
（一）、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特征
个性化是当前高校学生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互联网的开放

性、自由性以及内容丰富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互联网作为学
习的主要阵地，在各种信息的影响下，学生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
价值观也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无法避免的是 ：在不良信息
的影响下，部分学生的思想意识会受到影响，导致出现思想偏差，
甚至还会出现偏激行为，这样也就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常
推动。

（二）、有些高校大学生存在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网络给学生提供了自由言论的发表空间，能够更加体现出学

生的个性化特征。但是，互联网具备一定的隐蔽性特征，且具备较
强的传播能力，而有些学生不具备良好的道德约束力，在网络上大
肆言论，对于未确定的事项进行转发评论，甚至还会对他人进行人
身攻击，严重降低了学生的个人素质。而导致该种情况出现的主要
原因就是 ：学生未充分的意识到网络道德约束的重要性，相应的思
想政治教育也未落实到位，未及时的纠偏学生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
这样不仅会影响学生的个人发展，同时也会降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的总体教学质量【3】。

（三）、未构建完善的实践平台
互联网 + 时代下，许多高校都意识到了互联网技术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也逐步向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
发展。但是，有些学校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还较深，无法一时更改
教学模式，虽然也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了优化，但是换汤不换药，
教学形式与传统无较大本质性区别，相应的也就降低了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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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创新的总体效果。有些老师在课堂上会使用多媒体平台，但是过
于注重平台的使用形式，并且对其依赖性较强，无法将多媒体平台
与课程内容以及学生的兴趣有效连接起来，导致课堂氛围枯燥乏味，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逐步降低。此外，要想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念，并且具备较强的思想道德意识，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
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但是，目前很多
院校都未构建完善的实践平台，未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导致学
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其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
这样也与思想政治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相违背【4】。

三、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要策略
（一）、优化和完善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形式
为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各高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工具，
向学生输送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固定教学模式。虽然该种模式也能
达到一定教学效果，但是其更强调知识的单向输出，学生在整个环
节中主要扮演了被动者的角色，既缺乏对新知识的主动获取，同时
与老师也未形成高效的互动沟通，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降
低。而互联网 + 时代下，给学生知识的获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相
应的教学模式也应及时调整。首先，老师应找准互联网技术在思想
政治课堂上的应用契合点，将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并且在教学的过
程中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营造一种更加平等、愉快以及自由的课
堂氛围，这样也就更符合学生的学习特征。

譬如 ：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教学手段 - 微课，其将课程
分为了多个部分，且各个部分根据内容都适当增加了视频或者声音
等形式，更加符合学生碎片化阅读以及趣味性学习的特点。因此，
老师在课堂上，就应注重对微课的引进，帮助学生构建更加全面的
知识体系，让其能够洞察更多社会问题，从而逐步形成健康的思想
意识，这样就更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型成长【5】。

（二）、加强资源整合，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
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使得学生与网络之间联系的愈发紧密，

如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单纯的要求学生不使用网络，也会违背互
联网 + 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因此，老师要在保障学生
正常使用网络的前提下，对其加以引导，让学生能够意识到网络使
用的两面性，并加强其辨别不良信息的能力，更好的利用互联网优
势实现对思想政治的高质量学习。同时，高校也应加强校内、校外
各项资源的整合，结合当前的互联网发展背景和自身的发展实际，
构建具有典型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给学生提供一个获取思想
教育知识的入口，并同步缩小其的浏览范围，以做到更好的纠偏。

譬如 ：可在校内网站中打造一个专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板块，
板块内容应涵盖学校的内部新闻和社会的各项新闻事件，让学生能
够及时的了解校内外发生的事件。同时，也可多开辟一个生活板块，
让学生定期的在板块中分享自己生活的趣事以及与思想道德主题相
关的事件，这样既有利于将实际的理论教育落实到具体的学生生活
方面，同时也有利于老师跟踪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的与学生进
行沟通，确保学生一直都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6】。

（三）、不断完善和优化沟通形式
互联网 + 时代下，各种新型媒体喷涌而出，给高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同时给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冲
击。此种背景下，高校就应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教学模式，并紧跟
社会潮流，及时的撇弃传统有弊端的教学模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双重结合。同时，也应不断的完善和优化沟通形式，拉近老师与学
生之间的距离，让老师充分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及时纠正学生存
在的不良道德意识。首先，老师应全面了解各个学生的情况，并根
据不同学生的性格特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与学生展开沟通，引导
其树立正确的三观。其次，在互联网背景下，学生采取的沟通手段
和使用的沟通工具也变得多样化，像 ：微博、电子邮件等，而老师
自身也应做好这方面的创新，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沟通工具与学生
进行沟通，并且还应充分的利用网络工具的匿名性以及开放性的特
征，及时的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同步做好学生的全方位思想教
育工作。此外，高校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可尝试利用微博、微信
等比较流行的通讯工具进行信息的动态化发布和管理，确保学生能
够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社会主流文化，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在老师发现学生存在思想问题时，应采取适当的方
式与学生沟通，由于高校学生都具备了一定的自尊心，倘若采用的
沟通方式不当，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沟通效果【7】。

（四）、充分利用红色资源，扩充思想政治教学根基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我国逐步沉淀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

化和价值观，无数优秀的历史事迹形成了红色文化，给国家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沉淀和文化支撑。而这些红色内容就具备较强
的教育意义，应是教学借鉴的重点，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其
中，思想政治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
且还要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全面提升其的综合素
质。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就应充分的利用现有的红色资

源，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打下扎实的教学根基，让学生能够
充分意识到国家发展的艰难以及生活的不容易。

譬如 ：老师可开展以红色为主题的教学活动，利用互联网给
学生播放与红色主题相关的图片或者视频，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
感受到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样潜移默化中就能提升学生的思想觉悟

【8】。
（五）、从课程活动入手，给思想政治教学提供更多可能
以活动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更新颖，学生可接受

程度更高，且参与的积极性也更强。而互联网 + 时代下的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多样，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而举办有意义的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就能对学生的觉悟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像目前比
较流行的 ：微电影、微公益等微文化形式，给思想政治与互联网技
术的融入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新时代背景下，老师就应抓住课
程活动这一契机，积极的创新和优化课程活动的形式，并将其逐步
的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像 ：定期的组织微电影比赛、微
摄影活动等，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认识到自身在社会
中的定位，并且明确自身的主要责任，同时也能实现对优秀文化的
传播和弘扬。对于作品的创作，在利用互联网资源的基础上，一定
要强调自主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避免出现作品抄袭、
作品雷同等现象，否则也就失去了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活动的举办价
值。此外，老师还应不断约束和规范学生的行为，避免其在网络上
发布不良的负面信息，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应及时的与老师
进行沟通，确保作品能够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同时来不断的提升思
想政治的影响力和传播力【9】。

（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交观念
互联网解决了人们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对于数据信息的浏

览，同时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沟通更便捷更通畅。而
有些学生则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将大多数的时间浪费在了网上
社交，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却存在较多障碍。针对此种情况，高校
也应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通过增设教学板块，优化教学形
式等措施，来让学生意识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并同步找出自身存
在障碍的原因，积极寻求解决。而老师也应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让
学生能够摆脱沟通的障碍，敞开心扉，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这对
于学生后续更好的融入社会以及个人的健康成长是十分有利的【10】。

结论：
教育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刻不容缓。互联网 + 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方
式、学习行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而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也应积极做
出创新，发挥出互联网资源的应用优势，更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有序开展。本文在研究时，首先分析了互联网 + 时代给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互联网 + 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的薄弱环节展开了讨论，进而从优化和完善目前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堂形式、加强资源整合，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以及不断
完善和优化沟通形式等六个方面对互联网 + 时代下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展开了创新，有效优化了教学模式，并同步更新了教育理
念，确保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开展作用，显著提
升学生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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