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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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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对 20 所医学院校 5845 名医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更新工

作理念，突出个性需求；拓展互动功能，加强价值引领；丰富特色内容，建立医德阵地；创新教育方式，提升平台优势；强化队伍建设，

形成教育合力五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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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目前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的主要途径，为进

一步解决医学院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课题组在 20 所医学院校开展了“医学生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的调查，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对策，以期提升医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医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取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

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医学院等 20 所医学院校学生作为

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人物访谈等方式随机调查。问卷内容

包含学生基本信息、上网时间、上网目的、上网方式和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现状、存在问题、意见建议等 30 道题目。本次调查通过

问卷星 APP 进行数据统计，共收回有效问卷 5845 份，样本数量

及覆盖面能够较好地反映医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研的女生占比为 3/4，这与医学院校男

女比例有一定的关系；受访学生的数量依次由高年级到低年级逐

渐增多，高年级学生表示课业压力比较大，这加剧了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难度；从上网时间来看，大部分学生对网络的依赖

性比较强，虽然能认识到网络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仍会在网络中

迷失自我、荒废青春。由此可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

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正确引导医学生养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是医学院校思想政治

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生整体上网行为不容乐观，多偏向娱乐休闲项目，可能与

医学生学习内容比较枯燥有关。62.62% 的学生上网追剧，72.47%

的学生上网聊天社交，说明学生对未来发展缺少职业规划，没有

明确的奋斗目标，缺乏自控力和时间管理能力；82.53% 的学生表

示会通过网络表达观点，主动分享传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信息。

因此，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

学生的思想认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学生对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97.21% 的学生通过浏览学校网站和官微来获取信息，说明校

园宣传和自媒体建设工作做得到位，具有很高的网络人气。调研

中只有 5.08% 的学生不会关注党建、思政或本校的主题教育网站，

2.22% 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部分受访学生反映党建、思政类

网站在教育内容呈现上灌输意味浓厚，形式呆板无趣，缺乏创新

性与吸引力，因此，要根据医学生心理需求和兴趣特点，结合政

治理论和时政新闻，精心设计专栏，在网络平台中定期发布原创

或转发分享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兼具趣味性与教育引导性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68.96% 的学生喜欢跟老师面对面交谈，但只有 23.63% 的学

生表示老师通常会使用面谈的方式，66.3% 的老师使用 QQ 或微信

与学生交流，14.73% 的学生不愿意与老师在网上交流，5.77% 的

学生会屏蔽老师，说明学生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接受程

度不是很高。受访学生表示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比较

单一，部分老师受制于原有固化思维和工作习惯，把互联网软件

载体当作简单通知收发信息、传送文件的办公渠道 ，因此，要加

强老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工作，拓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

地，充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老师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尽量

使用流行的网络新词汇，在“网言网语”的互动过程中增进与学

生的思想情感交流，使学生在尊重理解支持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

现。

85.3% 的学生喜欢关注老师的网络动态，68.15% 的学生愿意

被老师时常关注，87.99% 的学生认为老师通过网络方式分享时政

新闻、心灵鸡汤等内容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92.83% 的学生会不

同程度地受到媒体等社会舆论的影响，56.87% 的学生习惯使用

QQ 或微信向老师寻求帮助。因此，老师要树立网络育人新理念，

利用网络思政教育把握自身主导地位，加强网络语言、社交软件

学习，运用 QQ 和微信等与学生积极沟通交流，这是发现学生思

想变化和问题的有效途径，也为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

了方向 。

85.78% 的学生认为应该强化网络道德规范教育，79.95% 的学

生希望加强学生网络素养教育，拒绝网络暴力行为，可以发挥学

生党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动作用，组建学生网络自我管理委员

会，帮助学生养成学生文明自律的网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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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调查结果中我们看到：56.72% 的学生肯定了学校开

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认为做得“非常好”和“比较好”，

34.97% 的学生认为效果一般，92.47% 的学生非常赞成和支持加强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物访谈了解到，受访学生希望能够进

一步完善校园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将网络图片、文字、视频等内

容信息和学生学习生活、就业咨询等服务相融合，强化集思想引领、

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一体的互动、开放、共享的医

学教育网络平台建设 。

二、医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研究

（一）更新工作理念，突出个性需求

医学院校要坚持用主旋律和正能量的内容保障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正确方向，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进“四史”

教育融入网络思政，引导学生从“四史”中汲取青春力量。针对

医学生实际，在突出不同年级，不同群体、不同专业医学生在不

同阶段的个性需求时，做好顶层设计，将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和

实际问题相结合，将深刻抽象的思想理论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案例，

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挖掘丰富的育人元素，促进医学生专业知识学

习和临床技能提高，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二）拓展互动功能，加强价值引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时代需求，以重大节日、重大活

动为契机，结合网络资源鲜明多样的特点，围绕医学生感兴趣的

内容，以贴近医学生实际生活角度，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引导医学生进行参与式、互动式探究，医学生在各抒己见、坦诚

交流的氛围中，化被动学习为主动接受。比如开展优秀学生表彰

活动，可以先在网络上推出优秀学生视频及介绍，让所有同学进

行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优秀学生，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将

发掘出的校园先进人物与典型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另一方面还

能够发挥榜样的示范激励作用；还可以组织网络参观、线上报告

会等，比如在微信平台中推出红色资源展陈等内容，让学生充分

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文化，陶冶情操，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激发了爱国热情，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

（三）丰富特色内容，建立医德阵地

医学院校要立足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有针对性的开辟“文

化 + 思政”板块，通过开展医药知识竞赛、作品征集等特色活动，

积极宣讲医药经典故事，传播医药文化知识。比如，陕西中医药

大学依托第三批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及“杏林春暖”医学生职业道德培育工

作室，围绕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将中医药

文化及医德教育融入医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希望医学生把内

化于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外化到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仅丰富了师生的课余生活，而且获得广大师生的支持，有效地

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落地生根。

（四）创新教育方式，提升平台优势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举办线上心理团体辅导、

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推送心理科普知识、推荐更多勤工助学

岗位等方式，加强对医学生的心理疏导与就业指导，缓解部分医

学生的焦虑等消极心理情绪，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业困

难学生的帮扶力度，在提升医学生参与度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

现师生、生生间的信息传播与无缝隙的情感交流互动，弥补现实

空间的人际交往出现的疏远与隔阂，引导医学生自我调整，科学

应对焦虑的同时，强化人文关怀，促进医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五）强化队伍建设，形成教育合力

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多管齐下，要充分利用网

络把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动起来，构建网络育人协同机制。

医学院校要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位一体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配齐建强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加强网络道

德建设和舆情监管，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通过举办参观

走访、交流比赛、“云家访”等活动，加强校企合作、校院合作、

家校合作，把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医德思想及时传递给

学生，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同时，提高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网络

道德素养，养成文明的网络行为习惯，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三

全育人”新格局，推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创新性发展。

总之，医学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顺应网络发展趋势，遵

循网络育人规律，延伸网络教育思维，自觉深入到学生网络活动

的活跃区域，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监管制度，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

育人环境，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着力提高医

学人才质量，落实医学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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