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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早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

不可分，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十分愿意尝试、接

受新事物的，中国网民中有近三分之一为学生。基于此，

越来越多的高校将社交媒体与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融合，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细化来看，其中还有众多应

用上的漏洞与不足需要弥补，从而才能更好的配合高等

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助力高校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

因此，对于社交媒体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作用进行探究

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交媒体概述

社交媒体对于当代人来说并不陌生，其已经深入到

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详细来讲，社交媒体主要是

指人们用来撰写发布信息以及讨论和评价的工具或平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以及其发布的信息逐

渐向着即时化以及移动化的方向发展。智能手机以及其

他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

够快速获取到信息。大量的传统媒体实现了在互联网方

面的转型。细化来看，其中仍然蕴含着大量的功能等待

人们开发与利用。

二、社交媒体的优势以及在教学中的应用

社交媒体除人们肉眼可见的好处外，还有众多隐藏

好处等待人们开发利用，其能够帮助人们获取更多信息

以及是财富，社交媒体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结合同样能

为教学育人提供一定的促进作用 [1]。

首先，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大幅度提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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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逐渐渗透到了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其更喜欢通

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关注喜欢的作者、学者以及学习感

兴趣的知识内容，从这方面来看，将关注对象作为信息

来源进行自身知识的更新以及获得信息的更新，并结合

平台智能推送服务建立起符合自身兴趣爱好以及使用特

点的知识圈，其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

促进作用。在当今时代，社交媒体在人们眼中尤其是大

学生眼中已经不再新颖，但其仍然对社交媒体具有很高

的依赖程度。在传统的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

大部分教师仍然是以口头讲授以及书写知识内容为主，

学生大多数还是以听讲和记忆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式。此

种教学模式虽然在当代已经显得有些落后，但不得不说

此种模式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了顺应时代的发

展并推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更好的进行，上述教学模式

也逐渐被边缘化。课上，教师可以借助相应的教学平台

进行点名、签到等工作，此种平台的应用大大节省了教

师以往上课时用于点名的时间，其还能够被应用于作业

检查以及交流讨论。在课上教师可应用相应教学平台活

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积极性；课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在各种群聊内以及社交平台的讨论页面针对学习内容有

关信息或者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讨论，此种模式更有利于

师生和谐关系的构建，传统意义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

相了解以及师生情感培养主要依赖于面谈，此种新媒体

平台的设置为师生关系的培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更有利于教师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

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融合新媒体平台

对学生进行管理，此种模式能够为学生以及教师提供更

好的交流讨论、学习资源分享以及班级管理的新平台。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新媒体平台发挥出的好处众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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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高等教育中的必修课《思想政治》教育为例进行

说明，此门课程重在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更新与

培养，使其能够了解国家的发展状况、发展历史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条例，其能够对学生今后的大学生活起到一

定的约束以及指引 [2]。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门课程一

般被作为公共必修课，部分学生从根本上就不能够认识

到此门课程的重要性，因此在上课过程中不能全身心投

入甚至会出现大量旷课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学生不

重视课程内容，没有真正吸引到学生。此种问题在媒体

平台与思政教育结合后便得到了很大的缓解，通过利用

软件进行课上点名并随机抽同学回答问题，首先，学生

的出勤率会提升；其次，在课上教师通过对当下各大媒

体平台上出现的热点事件讲解，并将此种内容与学习内

容进行串联，此种授课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

生在课上有话说，让其能够感受到此门课程与其实际生

活相隔并不遥远。教师在课上要结合教学内容多设置相

应的问题供学生回答，从而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并鼓励其

发表自身独特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课下还可以

组织学生进行互动，例如在班级群聊中，教师可以事先

发出下节课讲课内容中用到的教学案例，带领学生一起

讨论，从中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思政教学中引用

的案例与其他教学内容不同，其大多是热点社会事件，

教师在开始上课前了解了学生内心中对于事件的真实看

法，有利于更有侧重点的展开教学，此种方式可谓一举

多得。除此之外，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校方还可展开相

应的教学评价活动，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内

容做出真实评价，此种评价发布的讨论区就可以作为一

面镜子，让教师能够反思自身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从而

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做出改变。学生与教师双向进

步的方式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良好的教学

成果的取得。

三、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上文中主要论述了社交媒体在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

融合后产生的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此

种融合模式在应用过程中同样显现出了多种弊端，下文

中就此进行详细论述。

在社交媒体平台应用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过程中，

部分教师由于管理不当，导致所创建的学生社群活跃程

度不高，教师在其中并未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并且，

由于管理上的疏忽，导致部分诈骗分子潜入学生社群对

学生进行诈骗，造成了学生在财产上的损失 [3]。在日常

授课过程中，虽然应用了社交媒体平台，但部分教师只

是流于形式，并未真正改变传统的育人思想以及育人模

式，换汤不换药的教学称不上是真正的教育改革。从学

生方面来看，部分学生由于过度迷恋网络并且不能合理

抵制网络上存在的多种诱惑，导致其在应用手机电脑进

行学习的过程中难以提高效率，此种状况的存在会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教师的教学效率，既不利于新教学模式的

推广，也不利于高校对于新时代人才的培养。因此，纵

使将社交媒体平台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融合存在多

种好处，但无视上文内容中提到的教学弊端同样会降低

教学效率甚至会使教学效果与预期效果背道而驰。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内容来看，改变传统的高校育人模式，通

过将社交媒体平台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融合，对于

当今时代的人才培养能够起到很大作用。但此种模式在

应用中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高等教育工作

者在对此种模式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对于其中存在的问

题还应积极进行解决，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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