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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联网+”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李光燕  汝晨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要：“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其展示与建构能够更加贴近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成
为大学生身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影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多元化信息之间的对冲要求高校必须根据大学生的实
际适当“发声”、恰当“高鸣”，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地审视鱼龙混杂的信息，规避不良信息，接受正规信息，使其在思想政治信

息接收与自我内化中完成价值观的树立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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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在新时代的新业态，是创新 2.0 推动
下演进的新生命，代表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其催生经济

社会发展高度融入互联网思维，是传统各行业+互联网的新变革，

将重构各行各业的生产要素、业务体系和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行
业、产业等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实现生产经营的便捷

化、个性化、复合化、自助化。[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必须勇于拥抱时代浪潮，
适应新时代大势，强化自我革新能力及与时俱进品格，善于应用“互

联网+”的各类平台与工具。[2]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的要求，大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

+”的融合。[3][4] 
一、面向“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

机遇与挑战 

1.传统权威与开放生态的偏离。 
在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育主体是固定的。在

纵向上，是包括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的序列，在横向上，

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及其他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其对于教育资源有着独占性，负责教育对象的设定、教

育内容的安排、教育形式的设计、教育手段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实

施等，基本上控制着思想教育实施的全过程，其权威性承袭于上级
的行政指挥和命令，是分层化、网格化的模式。 

2.限量输送与海量信息的错位。 

在现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办学经费有限，投入的人
力、物力、财力上均有定额，所涉及的教育时间、人员队伍、软硬

件设施等均为”定量供应”，主渠道、主阵地主要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体系、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且活动的场域主要以
校内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校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对有限。 

3.限时供应与随时在场的位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时间线来看，是限时供应的，其时间轴
以大学生入学开始，终于大学生毕业。而在该时间轴中，又分解为

不同的时间段，主要以其在校期间的课堂教学、学生活动、带有思

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等为时间范围，这些时间段的其他
时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触及，也难以掌握。 

4.闭环教育与环环连接的相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主要构成要素分为主体——教育
者、客体——受教育者、介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环体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互联网+”所具备的连接一切的特征，使

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与外界发生全方位、多层面的联系，“互
联网+”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生成、到达、阅读、评论、反馈等是

环环相接的，具有封闭环境中不可比拟的优势。[5] 

二、面向“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1.理念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互联网+”思维方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趋势，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别无选择，唯有适应它，并借助它的平台、资源、

工具，才能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理念
上的更新，要在思维上切换到“互联网+”的”档位”，绝不能采取

消极抵制方式。 

2.跨界融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互联网+”新型体系。 
跨界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其基本要义是拆除思想

的藩篱，跳出固有模式和框架界限，用“互联网+”的思维特质和

大眼光，创造出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和新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在“互联网+”时代同样要有跨界融合的概念，要从传统教育模

式中跨越到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之中。 

3.话语重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互联网+”互动模式。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讲究的是严密的逻辑、宏大的表

达、标准的表情达意，带有很强的程式性，而“互联网+”话语体

系之中，这一叙事模式已然被悄然改变，大学生更热衷于应用可视
化图片、视频、符号、表情等，且新一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话

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符号到多元符号转变成长的一代，

不仅能够娴熟地应用互联网话语，而且充满热情和激情，乐于用其
表达个人观点。 

4.树立典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互联网+”特色品牌。 

“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革命，因互
联网而造成的人群的集聚化程度实际上更高了，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手段，利用口碑发酵、精准投入广告、社会媒体传播等方

式不仅可以营销产品，而且更加节约成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
样需要品牌效应、示范效应，以增强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三、小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多层次、多
路径地融通合力，积极引导大学生的政治行为，解决各类思想问题，

提高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完善人格和调动积极性，真正把大学

生培养成对自己有心、对家庭有益、对社会有用的新时代劳动者。 

参考文献： 

[1]刘天伟.“互联网+”模式下新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模式探索[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9(8)：139. 
[2]杨雪菲.“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

应对[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8)：30-31. 

[3]韩怡旭.“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路径探索
[J].智库时代,2019(20)：49+52. 

[4]陈浩源.“新时代”视域下高校“互联网+”思想政治工

作探析[J].昌吉学院学报,2018(3)：104-107. 
[5]徐伟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时代的建构

[J].理论导刊,2020(1)：124-128. 

作者简介：李光燕（1986.04—），女，汉，山东济南人，
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研究，软件工程。 

项目类别：局级课题 

项目名称：山东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
题 

项目编号：SSD-202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