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4 Vol. 1 No. 04 2019教学创新

“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常态
李月梅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当前，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被广泛应用于高职教育当中，这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的同时，

也对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对此，高职思想政治教师应当积极寻求“互联网 +思政”的教育新模式，促使高职思政教育效果得以充分有

效的提升，为学生正确职业观、道德观以及价值观的树立做好奠基工作。基于此，本文就“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

常态作了阐述，旨在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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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互联网全面渗入到社

会之中，并对人们的行为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此形势下，“互联网 +教育”已经成为高职思政教育新的发展

常态。然而，互联网技术对于高职思政教育而言却是利弊参半。

因此，广大思政教师应当正视互联网技术的双刃剑属性，合理规

避其不足之处的同时，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与优势，促使思政

教育效果得到充分有效的提升。

一、“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影响

（一）面临的挑战

第一，学生的观念与思想受到极大冲击。互联网技术有着信

息量大、普及范围广、交互性强等特点，这也使得网络教育平台

成了新的思政教育依托。然而，在此平台上，学生会接触各种良

莠不齐的思想，极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侵害，致使其价值观

念与思想觉悟无法正向发展。第二，教师的思政教育受到挑战。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采用言传说教方式进行教学，而互联

网与思政教育的联系融合，则让思政教育打破了现实课堂壁垒，

教师教学不再是学生获取思政新知的唯一途径。

（二）面临的机遇

第一，激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思政教育有着较强的理论性

和抽象性特征，加上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方法极为滞后，很容

易消减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将“互联网 +思政”的教育模式，迎

合了学生的心理需求及学习特点，能够让他们的学习自主性得到

充分有效地调动。第二，丰富了思政教育内涵。将互联网与思政

教育进行深度融合，能够为发挥网络技术传播速度快以及信息量

大等特点，有力地丰富了思政教育的课程资源。同时，互联网背

景下，思政教师可以通过图片、音频、影像等方式，将抽象的思

政知识加以具象化展现，丰富了思政教育方式的同时，推动了思

政育人目标的实现。

二、“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充实教育内容

在“互联网 +”背景下，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将相关的教

育资源或时政事例引入于教学之中。让学生能够依照真实的参照

进行思政新知学习，开阔学生的文化及思想视野的同时，促使他

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思政知识的内涵精髓。例如，教师可将

价值观教育引入于思政教学之中，并指引学生搜集相关的真人事

件或时政新闻，促使他们的学习兴趣得到充分有效的激发，让思

政教学更具趣味性和现实性特点。然后，教师在教学时，可指引

学生依次分享自身所搜集的案例、思政观点或者自我认知，并与

他们一同对这些素材进行讨论与分析，深化学生的思政认知与学

习体验，促使思政教育效率得到有力的提升。

（二）丰富教学方法

第一，思政教师可将信息技术引入于思政教学之中，运用图片、

音频、影像等媒介进行课程教学，促使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官

得到极强的刺激，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丰富思政理论以及实践

教学方式。第二，思政教师可将学校网站、微信、QQ、微课、微

博等作为教学依托，构建互联网思政教育及交流平台，定期推送

一些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资源，扩展学生的思政知识储备。同时，

教师可指引学生制作并上传与自身实际相关的思政视频或相册作

品，让他们的学习成就感得以增强。第三，思政教师可借助移动

信息设备与学生展开思政话题讨论，及时帮助学生处理思政学习

中的疑惑之处，正确认知学生的思想发展趋势和思政学习实情，

进而采取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教学措施，指引学生进行有序的思

政学习，增进师与生情感的同时，促使思政教学有效性得到良好

的提高。

（三）重视思想引导

第一，思政教师应当发挥自身教学辅助者与指引者的角色作

用，利用互联网之便，在班内组建互联网监督小组，监督学生的

互联网应用行为，对其舆论及思想进行正向引导，一旦发现学生

的思想问题之处，可运用信息手段并借助方法论、科学世界观等

教育观点对其进行重点规劝与指引，摆正其思想行为。第二，思

政教师应当将更多的正能量内容通过课程或网络教学等方式传递

给学生，为学生提供思想的正向引导，逐步提升他们抵御和过滤

不良信息的意识，促使立德树人以及思政育人的理念得到良好的

落实。

三、结语

总之，互联网背景下，思政教师应当将学生的实际以及发展

需求当作教学切入点，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与方法，发挥互联网

辅助教学和促进教学的优势，创设趣味性、实效性兼备的教育环境，

推动思政教育向着人性化、现代化方向前进，促使学生的价值观

念与思想觉悟得以正向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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