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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实效性研究 
李倩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昌吉  831100）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高职院校的育人环境，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便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本文针对网络信息对高职院校的思政工作的影响和对策等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力求能够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网络思政的实
效性，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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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实效性提升带来
的挑战 

（一）“互联网+”时代对学生自我发展带来的挑战 

1.部分学生过度依赖于网络，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部分学生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智能手机形影不离，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手

机焦虑症，成为名副其实的“低头族”，网络的过度使用已经严重

的影响到了学生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致使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都受
到了不良影响。 

2.获取信息“碎片化”，不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方法和途径，给学
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尽知天下

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取的信息往往是碎

片化的，学生利用互联网快速的浏览信息或者查询答案，往往缺乏
深入思考的时间和耐心，有时甚至会造成断章取义的后果，从而你

对学生产生错误的引导。正是学生长时间获取信息的碎片化，导致

学生很难再适应较长时间专业化和系统性学习知识的模式，导致专
注力下降、科研能力不足，也不利于学生完整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教师思政工作存在问题 

1.“互联网+”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维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也促进了各类终端应用的产生和自媒体的

快速发展，比如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网易云课堂和微信朋友圈

等，通过这些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信息展示方式，但是也带来
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自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等为了完成点击率和扩

大影响性，进行擦边直播和诱导直播等，故意散播一些同主流意识

形态相悖的奇谈怪论，影响网络空间的正确价值观的传播。正是受
这种不良网络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个别教师价值观出现偏差，理

想信念不够坚定。 

2.教师对网络思政工作的的重视程度不够 
第一是思政工作过程中更多的是进行理论层面的教育引导，而

忽略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重要性；第二是由于传统教育

根深蒂固，许多教师仍然习惯于原有的教学模式，缺少创新能力，
也忽略了互联网中丰富的教学资源；第三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

络思政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但是缺乏对网络教育的深刻认识，导致

网络思政更多的是重于形式而没有实质内涵。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导
致网络思政工作的实效性不都强。 

（三）“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思政工作仍需加强 

1.互联网的发展冲击了高职院校传统的思政工作 
新时代，学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知晓天下事，打破了原有的

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学生也不再仅仅依靠课本教师和一些传统媒介

获得知识，这使得传统的思政教育理念受到冲击，传统的一些宣教
模式不在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高职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

的黄金时期，还没有步入社会，信息甄别能力不够，容易受到一些

网络不良信息的误导，从而产生意识偏差，这些都增加了高职院校
思政工作的难度。 

2.网络舆情风险的发展提升了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难度 

互联网背景下的舆情风险相较于传统社会来说更具有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再加上高职院校学生做事冲动，缺乏生活阅历，对于

一些错误言论很难进行甄别，很容易被一些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所
利用，成为舆论的传播者，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学生价值观出现

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加强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实效性的策略 
（一）强化高职学生网络素养 

当代的大学生多以“00”后为主，这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

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拥有较强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敢于尝
试和接收新鲜事物，对新媒体也充满兴趣，能够通过微信、微博、

QQ 等平台获取最新的新闻资讯。同时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就是大学

生还处于价值观构建的重要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还未健全，容易
被利用被煽动。这就要求强化对高职学生网络素养的培育，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具有一定的辨析能力，能够批判

的获取网络信息，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 
（二）提升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   

网络的“去中心化”特点使得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思政工

作者的传统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削弱了其对教育过程的掌控。[2]这
就要求思政工作者能够及时转变教学理念，高度重视互联网融入高

职院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运用网络资源，

提升思政工作效率；其次，高职院校思政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强化
学习意识。“互联网+”时代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打破了地域和时

间的限制，是知识和信息共享的时代，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思政工作

者不断学习新知识练就新本领，始终走在教育的最前沿，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效能，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思政工作的有效性。                                                 

（三）加强网络监管，推进思政信息化校园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网
络信息繁多更是真假难辨，社会中的一些小问题如果被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恶意放大，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会对学生的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高职院校要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高校自身应该立足于学生的现实需求积极构建官方媒

体平台，在完善信息安全工作的前提下将思政教育工作与大学生生

活学习相融合，做好舆情引导工作，严格把控官方媒体的信息传播
内容和形式，使大学生能够形成更加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3] 

三、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着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模

式，我们要抓住历史发展机遇，顺势而为，充分认识到“互联网+

思政”发展趋势对于做好学生的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当下只有通过

培养学生良好的网络素养，加强教师的综合素质，提高职业院校思
政工作效果，才能真正培育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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