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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分析
陈冰亚

新疆第二医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当今社会是信息与互联网的时期。在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学生，以及

高校的思想政治的要求变得更高，充分利用互联网、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学方法 , 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从思想上和政治

上为高校创建一个新平台，促进思想政治研究的空间扩展并改进思政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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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互联网 + 被正式纳

入国家战略，受到这种方法的启发，互联网为高等教育

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

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有效使

用新的教育中介互联网来教育学生，促进学习并提高学

习效率是改善高校思政教育的关键。

1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

1.1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大学生依赖互联网，包括生活、学习等方面。这

对信息需求提供了很多机会，但同时对学生的思维和行

为也有影响。在学生生活和价值观中，互联网中普遍存

在有害的资源，特别是互联网的娱乐资源的内容不利于

心理健康，许多学生有拜金和生活享乐的想法，他们不

知努力成为新一代的人才，他们思想被互联网的信息影

响了，高校的思想政治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1.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的机遇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加速了社会的发展，

甚至开辟了新的教育形式，互联网的应用利大于弊。诸

如计算机和手机之类的产品很受欢迎，通过使用互联网

创建更多的学习平台，扩展学习范围和扩展思政教育原

理，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教育。高质量的思政教育材料可

以使用可靠的互联网信息进行集成和分享。从这个角度

来看，互联网对思政教育的影响是优点大于缺点，只要

老师正确使用此工具，肯定会提高相关课程的实效性。

此外，学生可以使用互联网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并轻松地学习教材，还可以随时随地与老师交流，如果

学生合理使用互联网，学生就可以从互联网中社会的“正

能量”中受益 [2]。

我们大学每周的班会课会通过网络视频等媒介工

具，并通过讲故事来讲述有关时代英雄、楷模人物以及

周围“最美逆行者”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展示时代英雄

的精神的，包括他们的高尚的品格、不惧怕艰辛和危险、

为国奉献的精神，引导大学生向英雄学习，学习英雄和

先进人物的做法，与英雄同行，以他们为模范，并预防

和控制疫情，赢得全国疫情防控攻坚战。培养学生坚强

的心态并学会主动承担新时代的责任，促进学生采取积

极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互联网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分析
2.1 互联网 + 动感形式增强思政教学魅力指数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 95年和 00年以后出生的学生，

更容易受到时间和社会环境，以及新事物影响，为此，

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个动态形式互联网 +，以创建“有吸

引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进程”的口号。它是一个理论的

实际体系，其目的是改变理论框架和创造性地将社会主

义核心，以及思政教育涵括在一个在动态和现实的框架

内进行教育。实际上，意识形态政治教育是一项教学课

程的活动，其幻灯片侧重于内容和演示形式，以取代以

前的课程形式，旨在用最新新闻、电影、短片等，成为

思政教育的索引。例如，道德和法律基础课程，所选的

视频、图纸、插图等，要结合现场案例和具体的课程内容，

通过鲜明的案例来促进大学生树立理想。关于爱情的章

节，选择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奇异的喜悦》时，师生们

评论剧中人物的爱情，并讨论有关爱情故事的材料，促

进学生认识并正确看待爱情。关于生命价值的章节摘录

自经典电影《奔跑成英雄》、《一个国家和一个孩子的

故事》，引导学生认识并正确看待生命的价值观，以及

学生在新时代如何正确实现生命的价值。上法律知识领

域的最新知识时，回顾反腐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采访专职律师片段等，展示法律的真正含义，以及非法

的后果是什么，树立学生学习和使用法律的动态形式。 
互联网 + 改变了思想政治课程的形，创建了新时代学

生想要在大学中开设的思想政治课 [3]。

2.2 融政治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增强教材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这一课程所用的书是传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工具之一，是教

科书的理论渊源之一。教科书的有效使用是将该系统转

变为教学系统的基础。作为 05 计划改革的一部分，教

育部每年更新教科书的内容，以包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国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通过该研究成果审查教科

书的内容，使得教科书的内容更加科学和正式。但是事

实却是另外一个情况。根据张玲的研究，“很少有学生

积极主动地读书，在班级中调查数据显示，有 20％的

学生积极活跃的去学习，有许多同学突击读书，只为了

考试”。国家对人力和经济资源的投资与学生对思想政

治教科书的兴趣不成比例。根据本研究，以“您认为当

前思想政治书籍的主要缺陷是什么？”为调查问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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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有 27.1％的学生觉得他们的书很无聊； 21.7％
的学生认为学术语言繁琐，并且理论很强，可读性不好，

而且很难理解；19.6％的学生认为教科书中缺少真实的

例子，有 15.1％的学生认为教科书内容不够用，与高中

的知识有重复，有14.9％的学生认为教科书不包含图片，

纯文字内容，使得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 以“您认为

当前思想政治书籍如何改进会比较完善？”为调查问题，

结果显示，有 30.6％的学生认为，需要加入实际的故事

例子；有 25.2％的学生认为需要增加一些具有时代感的

图片；有 21.8％的学生认为需要减少术语，易于阅读；

有 14.6％的学生认为教材内容应该要精简；有 1.1％的

学生选择了其他，只有 6.7％的学生认为应该提高理论。

由此可见，不仅需要不断完善本书的结构，还要更新其

内容，还需要增加实际的案例研究。案例分析使教师和

学生可以更多地考虑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交流与学习。

我们也知道，可以通过在书中适当添加图像来增强书的

吸引力。然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科书从未加

过一幅画。互联网文化因其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而更具吸

引力，里面的图片和视频更可能刺激大脑的知觉反应。

2.3 搜集多样化的教育素材
课本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已经成为老生常谈

的课题，这些课题在大学生中严重缺乏学习动力，使他

们难以理解。因此，教师需要意识到新的资源和新的教

学方法，并提高思政教育的能力，并加强理解艰难理论

的可能性。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有关课程内容的视

频、故事、插图等多样化的素材，并使用直观的内容来

解释理论知识，并使学生可以理解。例如，可以为学生

播放纪录片描述我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特征。视觉媒体吸

引了学习者的注意力，并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相关

知识。同时，学生目前对热门社会事件非常感兴趣，每

天都在查看微博热搜，今日头条等，教师利用这些新特

点来了解思政教育，并让学生有意识地端正自己的语言

和行为，也能够让他们更加直观的理解原本难懂的理论。

除此之外，某一互联网平台被封锁，因为它受到

名人粉丝的恶意评价，为了自己的“偶像”。各界人士

对此发表了看法，并讨论了“粉丝俱乐部文化”。学生

有自己喜欢的明星，有些学生在追星中有同样的疯狂行

为。老师和学生可以收集有关事件的信息，并与学生讨

论追星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合理追

星的重要性。很显然，互联网在这方面就提供了有价值

的教育内容。教师及时跟踪现代学习者的思想，并使用

宝贵的互联网资源来创建一个改善思政教育的体系
[4]
。

2.4 把握时代脉搏，丰富教育方式
青年学生是当下最有活力的新人。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之后出生的学生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长大。这

些青年人对新媒体的使用是十分熟悉的。互联网是当今

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

分了解新媒体、探索新媒体、使用新媒体、探索使用在

线沉浸式教学方法（QQ，微博，微信，抖音）。我们

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大学 MOOC（慕课）等新媒体技术，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还可以创建互动

和自主的混合型公共教室，微型课堂和其他教学方法，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适应年轻学生的行为方

式、认知特征、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要抓住时机，

充分利用疫情下党员的观念、医生的仁心，党员的使命

感，平民百姓的爱国事迹等，以此来帮助年轻的学生不

要相信谣言，并积极应对互联网的负面影响。要阻止谣

言的蔓延，不随意相信并散播谣言，不混淆视听；要让

学生知道如何“变得更好”，知道感恩、知道热爱国家、

热爱家人、热爱学校，成为有理想、有原则的时代青年。

通过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来提高学生的热情，并体验中

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路线、制度、文化和理论上的自信的

魅力。当国家面临危难时，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奉献精

神，承担重大责任并为祖国服务。

3 结束语
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但不需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互联网，而是认识到现代教

育活动的新情况。我们需要在互联网中树立“供我使用”

的意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的作用，并开拓思政教育的

新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的发达，人们之间的信息

交流渠道越来越广泛，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应该掌握

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教学技术服务于自己的工作，我们应

该扩展相关平台和利用各个渠道，及时适应现代化的变

化，不断的探索和学习，提高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和实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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