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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态下网络思政平台建设的经验总结与思考 
林恩文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思政平台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居家防疫、在线学习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旋律。在非常态下，如何推动网络思政工作与疫情防疫工作有机结合、
网络思政平台助力高校疫情防控阻击战成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者新课题。本文总结 60 所高校实践经验，提出网络思政平台助力高校
防疫阻击战新模式、非常态下网络思政平台的运行机制，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网络育人工
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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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信

息时代，面对大量网络信息的冲击，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

成的关键阶段[1]，容易受到网络负面消息的影响，因而学生的思想

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伴随网络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思政平

台，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建设途径。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源自武汉、由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

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nCoV）引发的疫情迅速蔓延全国，比新冠病

毒跑得还快、影响更大的是“假新闻”和谣言,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公

信力[2]。为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网络舆论，提升大学生网络文明素

质[3]，塑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要紧扣青年大学生的特点和成长

需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互联网与思政工作有机结合，

把思政工作搬到网络上来，切实助力疫情防控、提升网络育人工作

水平。本文拟结合现有实践经验，归纳总结网络思政平台助力高校

防疫阻击战新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非常态下网络思政平台的运行

机制。 

1、网络思政平台发展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网络已成了高校大学生获得

知识及各类信息的主要途径[4]。高校思政教育方式正以网络化和信

息化作为方向，逐步进行转型。网络思政平台即以现代网络技术为

基础，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实

现立德树人目标的网络应用。高校利用微博、微信[5]、QQ等受众面

广泛的新媒体进行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宣传，或依托学习强国APP[6]

开设专栏进行思政主体教育，随着推广的全面与深入，以易班网为

代表的网络思政平台逐渐为大学生所熟知。 

“易班（E-CLASS）”是一款以高校师生为主要使用对象的网

络虚拟社区[7]，在现代化思政网络文化平台建设中起到带头作用，

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平台[8]。易班持续深化校本化建

设，引导高校立足服务学生衣食住行学，积极整合校内教务、后勤、

学工、团委的资源，利用易班开放平台开发各类应用，有效提升易

班活跃度和黏着力。 

2、网络思政平台助力高校疫情防控阻击战新模式 
（一）坚持精准推送 满足学习需求 

高校利用易班网、微课、优课等平台，积极推送优质新型冠状

病毒防护知识，引导师生科学防护。在易班网上发布疫情防控相关

信息及“快评”数百条，引导学生在线学习防疫知识。依托“易班

优课”建立公开课群，创立“防疫知识驿站”，整合新型冠状病毒

预防措施等相关信息，制发疫情防控专题帖。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竞

赛，以专题试卷的形式鼓励学生通过答题，自主学习疫情防控相关

知识。开设防疫辟谣专区，采集刊发官方辟谣信息，引导学生不信

谣、不传谣、不恐慌，不给疫情防控添乱。 

（二）积极研发应用 提升服务水平 

高校充分利用易班开放平台，研发了“疫情通知”“疫情日报”

“疫情调研任务”“疫情专题”及“疫情知识答题”等一系列轻应

用，开展师生疫情相关通知发布、数据采集等，实现疫情防控进展、

学校通知要求、师生身体健康状况、历史出行记录、所处位置、返

校安排等信息的实时统计、智能分析、一键导出等，有效减少信息

采集统计工作量，提升防控工作科学性和时效性。开通疫情防控网

络辅导服务平台和心理支持热线，积极开展心理疏导、政策说明，

纾解学生焦虑情绪，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疫情防控形势。使用易班校

本化的“疫情通知”“疫情异常上报”等轻应用，实时准确掌握师

生相关信息，做到不漏报、不迟报、不瞒报。利用“线上问卷”开

展网络教学条件调研，应用“完美校园”开展全校师生晨午健康打

卡。 

（三）繁荣网络创作 丰富假期生活 

高校立足学科特色，结合疫情防控实际，积极开展“共抗疫情、

爱国力行”主题宣传教育和网络文化成果征集展示活动，推出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的主题漫画、微视频、网文等原创作品。以易班熊为

元素形象，结合土味版方言，创作推出主题漫画；高校新媒体工作

室制作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指南系列动漫视频，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介

绍演示口罩使用方法、手部清洁流程及日常防护要领；医学类高校

将易班元素与太极运动相结合，推送《易起战“疫”|和小易一起练

就二十四式神功》微文和生动有趣的易班熊太极视频。积极开展线

上防疫知识竞赛、元宵猜灯谜活动，搭建“爱是桥梁，同心战疫-

‘易’起来心动”网络主题教育活动，设“爱是桥梁，同心战疫”

“一封信”“大学生的承诺”“防疫知识驿站”“共抗疫情，我们祝

福”五个板块，引领师生共向发力、同心战“疫”。 

（四）拓宽传播渠道 提升宣传效能 

共建高校充分利用学习强国、易班网、微信公众号、QQ空间、

微博、抖音、b站等媒体平台，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知识，增

强师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决心。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中心在微博上发起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

神网上交流讨论“@大接龙”活动，发动共建高校@大接龙#共抗疫

情爱国力行#微博话题。制作防抗疫情相关MV和“共抗疫情，我承

诺我打卡”等微视频，仅抖音等平台浏览量达10余万次。 

3、非常态下网络思政平台的运行机制 

（一）坚持党的领导，注重顶层统筹规划 

网络思政平台旨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

文明素养[9]、提升理论修为，网络思政平台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主线，以全面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扎实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网络化学习传播，强化内容供给，打造网

络育人品牌矩阵，强化培养培训，推进网络工作队伍建设，强化技

术管控，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加快形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

同向同行的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格局。 

（二）发挥平台独特网络优势，提供鲜活多样网络文化产品 

高校网络思政平台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性
[10]强等特点，符合当代大学生的信息交流特点，能够轻松融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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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生活。非常态下，鼓励师生聚焦抗击疫情的担当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素养和人文情

怀、爱国力行的使命责任等，运用“读”“写”“拍”“唱”“画”“创”

等形式，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方式，

利用网络资源在线制作网络文化作品，通过网络平台强化融合传播

和交流互动，积极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三）精准认知平台育人功能，用心用情讲好故事 

发挥网络思政平台教育功能，宣传战“疫”故事，以平易近人

的语言讲述战“疫”英雄事迹，进行民族精神教育[11]。把抗击疫情

斗争作为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人间大爱的实践和生动教材，关注在

抗击疫情防控斗争和服务保障一线师生员工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开设专题网站、新闻专栏，集中报道学校和各单位疫情防控

期间的重点工作进展、特色做法等，深入挖掘师生员工、志愿者共

同战“疫”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讲好抗疫阻击战的英雄故事、

励志故事、担当故事、暖心故事、育人故事。 

（四）共建高校齐心“下好”防疫宣传“一盘棋”，立足实际

拓宽育人途径 

共建高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服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加强组织协作，进行统筹安排，立足实际，拓宽高校思政教育途径，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下好”防疫宣传“一盘棋”，推动思想政治

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技术融合发展，提升网络育人工作水平。 

四、总结 
非常态下，高校充分发挥网络思政平台优势，坚持精准推送信

息、繁荣网络创作、研发优质应用、拓宽宣传渠道，推动网络思政

工作与疫情防疫工作有机结合，有效提升高校疫情防控工作实效。

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注重顶层统筹规划，发挥平

台独特网络优势、提供鲜活多样网络文化产品，精准认知平台育人

功能、用心用情讲好故事，共建高校齐心“下好”防疫宣传“一盘

棋”，立足实际拓宽育人途径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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