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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究

喻　兰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落实网络思政教育工作，是新时期下思政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对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下，学生所

处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全新学习平台的出现，更是对传统教学方式造成较大的冲击。为进一步优化网络思政教育，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教

育问题进行研究，并探索解决措施，建立起更为积极向上的网络教育环境，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开展，实现网络思政

育人效果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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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era,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live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learning platform has caused a greater impact 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will study the current widespread education problems, explore solutions, establish a more positive online 

education environment, carry out ric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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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承载着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网络，

逐渐成为人们思想交锋的主要阵地。网络信息和网络话语，对学生

的思想和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面对新时代产生的教育新环境，如

何更加主动的提升思政教育的话语权威性，巩固思政课堂的主导地

位，强化网络思政育人的实效性，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首要任务。

一、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一）网络复杂的环境，引发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异化

网络自身有着开放性的特点，网络空间中充斥着的海量信息，

以及多元化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取向。作为处在生长关键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普遍对新鲜的事物保

持着较强的好奇心，对网络各种文化和理念缺少辨别，加之我国缺

少完善的监管体系，造成负面影响逐步扩大，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造成较大的干扰。具体而言，一是学生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正确

的理想信念急剧下降。在网络时代下，网络平台作为人们发表看法

的主要阵地，也成为很多国家文化输出的主要渠道。西方流行的拜

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通过网络进入到学生面前，使学生

产生错误的思想倾向，并出现行为上和心理上的问题，增加思政教

育的难度。二是虚拟化的网络环境，造成学生情感淡漠，思政教育

难以了解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网络环境自身有着虚拟性的特点，

学生处在虚拟的环境中，能更为自由的进行交往，更多内心的想法

更是能以匿名的方式表达，造就学生更为自由和无压力的进行人际

交往，在网络环境中进行学习、娱乐、休闲、互动。这种变化会使

学生产生对网络的依赖，并降低现实人际交往的主动性，使学生之

间的关系更为疏远，学生情感淡漠，思政教师难以了解学生思想状

态，无法为教育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三是网络环境具有吸引力，

容易使学生沉溺其中，实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网络中出现的新兴产

品和娱乐休闲方式，吸引着学生，部分自控能力不足的学生，容易

出现沉溺网络的状况。长此以往容易引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影响

思政教育的有序实施，增肌思政育人的难度。

（二）全新的育人渠道，弱化思政课堂的话语权威性

网络教育平台的建设，为思政教育开拓全新的空间，促进思

政育人工作多层面的落实。同时，网络育人渠道的建立，可为思政

育人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首先，传统思政教育与网络传播效率上的

差距，降低课堂知识传递的效果。传统思政教育以课堂为载体，以

间接隐性的方式传递知识，但没有消除单向教育的过程，使学生处

在被动的学习状态中，难以积极的参与思政学习。而网络环境中，

网络自身具备的交互性功能，可使学生不但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

信息的传播者、制造者，学生身份的变化，使他们更享受在创造中

获得信息，因此在传统课堂中出现消极的态度，不利于思政知识的

传授。其次，网络学习自主性更强，思政教育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网络空间中的学习活动，有着个性化的特征。学生结合自身的认知

能力，以及时间上的安排，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学习内容，随时随地

的进行知识的获取。全新学习空间的建立，会使学生降低对思政传

统课堂的依赖程度，不能主动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造成思政课堂

的主导权弱化，话语权威性逐步降低。最后，网络丰富的资源，以

及多种形态的教学内容，凸显传统思政教育的滞后性。网络海量数

据和信息集群，可使学生处在信息的海洋中，可进行线上课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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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师课堂等学习，新颖的教学方式，全新的知识呈现效果，

凸显传统思政课堂的滞后性。

二、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开展对策

（一）借助网络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活动，激发学生参与

兴趣

在网络环境下开展高质量、高效化、创新型的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可通过借助网络多个渠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思政教育活动，来激发学生参与兴趣，促使学生更加主动、积极

投入到思政知识学习当中，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第一，

利用网络积极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活动。由于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向

成人过度发展阶段，心理问题较多，且难以向教师袒露心扉，真正

阐述自己的心理困惑与难题。所以，应利用线上平台优势，成立线

上心理咨询室，定期为大学生提供一对一、私密性、保密式、匿名

制的心理咨询服务，便于学生在极其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向教师表达

自己的心理问题。由教师帮助发问者摆脱心理危机，纠正自身认识

偏见与心理障碍，并增强其自信心，以便于学生更好地协调和处理

他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第二，积极开展网络虚拟运动，不断增强大

学生体魄。网络虚拟运动指的是基于互联网空间、时间等优势，为

学生推送虚拟运动项目，由学生跟练获得相应积分，用于兑换实物，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第三，利用网络开展“党团知识

竞答”、“每日一课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借此

机会集中学生关注热点，通过网络将党与国家的政治理念、法律法

规、道德思想观念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网络学习习惯，

真正发挥网络教育价值，培养学生政治觉悟、政治责任感与公民法

制观念。

（二）积极发挥网络榜样示范效应，利用先进榜样带动舆论价

值导向

教师作为影响学生思想、行为的重要榜样，在教学中必须时

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思想道德，以较高的道德素质与自觉学

习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带动学生，让学生向教师学习，

逐渐形成良好的思想认识与思想政治觉悟。基于此，可通过建设思

政教育网络平台，发挥网络榜样示范效应，利用先进榜样带动网络

舆论价值导向，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

首先，建设思政教育网络平台。相关思政教育工作者可通过

在校园网站中，建立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政教育专题网站，通过该网

站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向

学生介绍一些先进人物事迹，引导学生向这些先进人物学习。为保

证教学效果，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可通过该网站定期发送

一些趣味问答题、有奖人物竞猜等活动，让学生参与先进人物事迹

问答、竞猜等活动，以便与学生认真学习，真正了解并把握先进人

物事迹。其次，充分发挥思政教师榜样示范效应，增强教师人格魅力，

引导教师主动学习网络话语，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学生之间

建立亲近关系，以拉近师生距离，使学生更加认可、信服自己。同

时，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朋友圈、微博等，了解学生生活状态，以

此推测学生思想状况，便于其为学生提供针对性指导。此外，应注

重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引导学生规范自身网络行为、网络语言，即

便是在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言论，或是与其他同学开展讨论，也应

以健康的语言进行交谈。以此来为净化网络空间，培养学生积极健

康心态打下良好基础。

（三）利用网络改革创新思政教育手段，推进思政课堂教学模

式创新

能力具有开放性、及时性、共享性、可视化特点，将其应用

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丰富思政教育渠道，拓宽思政

教育路径，还可进一步改革创新思政课堂教学模式，将复杂、枯燥

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更加生动、形象的教学资源。更有利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学习氛围。因此，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借助各种先进，且有效的信息化教学办法，

积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和水平。

一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与投影仪，将思政教学内容转化为视

频、音频及动画，真实还原高清在线观看教学内容，为学生营造

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使学生能够通观看相关短视频、电影片段

等，更好地理解思政知识背后含义。二是利用 MOOC、SPOC、移

动 APP 等平台，搭建信息化教学平台，将各种教学资源、教学方案、

教学计划及学生学习任务、课后作业、随堂测试的教学环节转移至

线上平台。能够有效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的同时，增强师生互动率，

提升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学习效率。三是结合思政教育课程特点，开

发专门的“课程微信公众号”，生成二维码发送到班级群，由学生

扫描二维码便可直接进入公众号内，观看课程相关内容，如教学案

例、课件、教案、课程标准等，满足学生碎片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四是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功能，建立班级群，定期向学生发布校

园新闻与班级活动公告。并在发生舆论事件的第一时间，通过班级

群及时传递正能量信息、正向价值观，避免学生受网络不良价值观

及舆论导向所影响，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群内

学生思想状况，针对性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借助网络渠道，实现

教学形态的全面革新。但同时，复杂的网络环境，以及海量的教学

资源，凸显传统课堂教学的滞后性，对思政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对

此、需要高校立足新时代，在了解学生学习需求的基础上，开发全

新的网络教学活动，以全新的教学形态，吸引学生的积极参与，同

时发挥网络示范作用，通过榜样带动正确的网络舆论，使学生处在

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实现对思政知识的高效获取，从而实现思政育

人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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