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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较

为积极的影响作用。思想政治课程是高校主要教学课程

之一，对于提升学生思想素养，提升学生思想品德有积

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对

于高校学生的要求逐渐转变，从传统的掌握更多理论知

识转变为拥有较高的思想素养，能更加有效的将所学知

识应用于社会发展中，推进社会进步。将互联网应用于

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家长共同

努力，为社会发展奠定基础。1

一、意义

1. 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

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达到 9.89 亿

人，约有 70.6% 的中国人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互联

网。其中 21% 的网民为学生。互联网不仅能对学生的学

习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如果能妥善应用互联网，学生的

学习生活将更加丰富，教学方式将更加多样。高校学生

年龄较小，对于新鲜事物的接收能力较高。在高校学生

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与辅助，学生不仅

能利用互联网参与娱乐生活，更能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

与沟通 [1]。在互联网中，学生能与社会进行交流，能发

表自身对于各项事件的独到见解，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利用互联网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学生提

供更加具体化的思想政治课程，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

教学理念，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高校思想政治课程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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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提升课堂趣味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课程教育不同，除了理论

知识之外，更加注重对于学生思想品德以及综合素质的

培养。高校学生的升学压力以及考试压力较小，因此，

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性完全取决于该项课程的趣味性、

实用性。为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课程中，教师

应该增加思想政治课程中的趣味性以及实用性，让学生

认识到这一课程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到其中，自主提

升自身思想政治素养 [2]。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高校思想

政治课程的这一现状，教师利用互联网技术，能增加课

程的兼容性，提升课程的多样性，利用多种方式向学生

展示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多种角度为学生阐述思想政

治知识。这一教学方式不仅能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趣味

性，还能促使学生思想发散能力以及综合能力提升。

二、策略

1. 提升教师多媒体技术运用能力

将互联网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中，需要使用较

为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提升教学水平。为解决教师互联

网技术应用不合理的问题，应对高校教师进行专业培训，

提升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学水平，让教师能更好的利

用互联网技术。高校应聘请专业的多媒体技术应用人员，

对教师进行技术培训，让其能更加熟练的将互联网技术

与思想政治课程相融合。培训活动需要从多角度进行，

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的引导，提升教师对于互联网的运用

能力 [3]。教师不仅需要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还需要利用互联网建立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平台，更需要

利用多媒体技术学习更多思想政治知识。教师建立互联

网平台，能利用这一平台与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在平

台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另外教师在课程开展之前，能利

用互联网技术，发现并使用优质思想政治案例，拓宽思

想政治教学活动的范围，让学生在立体的影响下，更加

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思想政治学习中，提升学生的思想素

养，提高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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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入爱国主义情怀

思想政治课程作为高校的基础课程理论，是培养优

质社会主义社会接班人的基础。为提升这一教学质量，

应将课程教育与爱国主义情怀相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

意识的有效引导。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是较为广泛

的，教师能从多种角度入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但是，教学的主线必须是爱国主义情怀，学生只有积极

参与到爱国主义教育中，才能提升其对于国家的热爱以

及尊重，才能更好的将自身学习到的优质知识运用到我

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教师

能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学生播放爱国主义视频，提升学生

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认知程度，促使学生更加热爱我国社

会。例如：教师能为学生播放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下水

的视频。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能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针对广大网友的评论展开积极的探讨。学生在观看视频、

观看他人观点，并在教师引导的基础上，能形成自身独

特的思想意识。在这基础上，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得以

发展以及发挥，对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学生思想

意识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3. 拉近师生距离

教师不仅能为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能对学生的思

想意识进行传授以及引导。为提升教师对学生思想意识

的引导作用，应该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让学生

提升其对于教师的信任感。学生只有相信教师，才能促

使教学工作顺利进行。例如：教师能利用互联网建立微

信群、微博账号等，在这一平台上与学生互相沟通交流。

教师能在群中分享正能量视频，并围绕这一视频，与学

生互相沟通交流，加深学生的印象。在这一过程中，能

增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感情，提升学生参与到思想政治

课程中的自信心。

4. 获取资料

教学资料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方式，教师在课程

开展之前，应该注重对于教学资料的搜集。但是，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讲授的并不仅是视频资料中的内容，更应

该针对视频资料进行探讨，讲述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对

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行引导。例如：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

播放纪录片《信仰》后，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发言与沟

通，发表自己对于该视频的看法以及意见。部分学生表

示观看视频后，能得出之后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烈士

的牺牲，才能更好的报效祖国。在学生与教师交流的过

程中，才能表达出学生与教师的真情实感，才能对让学

生深刻的感受到视频中的内容以及主旨思想。因此，教

师应该重视对于教学资料的获取，在找到有意义的教学

资料后，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并以语言等为

媒介，对学生进行思想意识的传导，让学生深刻的感受

到教学工作的基本内涵，对学生的思想素养以及综合素

质进行提升。

5. 拓宽教育平台

互联网平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能应用于社会发

展中，推进社会可持续运行。互联网平台作为科学技术

的结晶，不仅能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如实体商场运营过

程中，还能应用于教育过程中，为高校教育提供平台。

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拓

展，课程形式得以拓展，学生参与思想政治学习的方式

更加多样化，对高校学生思想品质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高校教师能为学生开展专门的高校思想政治网络资源，

让学生在该平台上查阅需要的资料，并对自身的思想进

行证实，同时还能在此平台上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与交

流，满足学生对于互联网思想政治知识学习的需求。同

时，在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中，教师能对学生浏览

的网页、知识等进行严格控制，防止不良网络知识对学

生思想情况产生影响。这种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能给予学生更加优质的教学环境，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

与到教学过程中，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趣味性。除此之

外，在该平台中，教师能针对学生当前学习情况以及思

想意识，为学生发布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问题，

让学生在平台上互相探讨以及思考，并整理、发表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学生在上课期间以及生活期间如遇到思

想政治问题，也能通过该平台向教师与同学请教，以讨

论的方式得出答案，这种方式不仅能提升学生思想政治

水平，更能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全方位发

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过

程中，对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提升教学活动的

价值有积极的作用。教师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教学活动

中，能提升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同时也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因此，教师应该主动学习互联网应用技术，利

用各种互联网平台，深入挖掘互联网内容与知识，对学

生实行深入引导，通过拉近师生距离等方式，让学生更

加主动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

引导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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