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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艳梅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秦皇岛  066311） 

摘要：加强学生思政政治教育，培养其正确思想观念、政治态度及良好的品德是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不仅社会各界秩序均受到不良影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为有效的解决高效思

政教育困境，保障高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高职院校及教师需要创新思政教育方法，着眼全局，抓住新形势下的思政契机，以提高

思政教育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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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全球新冠疫情形式严峻，而我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使国内新冠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为

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新冠疫情并未完全消失，加

之国外疫情的影响，我国的疫情防控须呈常态化趋势，而如此局面

给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开展带来了困难。对此，本文对高职院校思

政教育困境、机遇及对策进行了研究。 

一、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困境 

（一）不实疫情信息影响学生思想 

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而自媒体的发展虽然使疫

情信息的传播渠道更广泛、传播速度更快，但是传播内容也更繁杂，

不仅真实性难以保障，甚至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新冠疫情的

发展是自媒体制作与传播的热点话题，但是自媒体在信息制作与传

播方面的门槛极低，人人都可以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原是人们发

表言论、集思广益的平台，但同时为别有用心之人创造了可乘之机。

首先，部分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关注和点击量、点赞量等，对疫情信

息有意夸大、添油加醋；或者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利用各种无关视

频混淆视听；或者为了博取眼球，在认知上故意与主流意识对抗；

或者臆造疫情话题、贩卖焦虑、大造舆论等；这些都是利用疫情谋

取不当利益，影响了社会稳定、和谐[1]。其次，部分人面对疫情“谣

言”，没有仔细甄别，却信谣传谣，扩大的疫情谣言的危害性。还

有人被主观、片面甚至不实的疫情信息刺激到情绪，利用自媒体肆

无忌惮的发表自我观点、不当言论等。再次，自媒体中还隐藏了反

动组织、境外势力等，他们发布疫情信息多是将责任甩锅给我国政

府，或者捏造虚假信息污蔑我党等，以试图扰乱我国民心及社会秩

序，降低我国在国际上的威信。高职院校学生是自媒体的主要受众，

且他们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差，思想观念不稳定、不成熟，这些错误

的、虚假的、扭曲的的疫情言论会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想产生不良影

响，削弱他们对学校、对党、对政府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的认知

及价值观，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 

（二）疫情发展增加教师角色压力 

为切实执行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教”的要求，在疫情防控

特殊时期，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采取特殊手段，将传统课堂教学变为

了线上教育，师生之间由面对面交流便为了网络交流，教师在承担

原本知识传播者身份的同时，还成为了学生心理健康的守护者、权

威疫情信息传播者以及一名教育类主播等多种身份，这给思政教师

工作量及心理都增加了很多压力。首先，网络上的不实疫情信息会

让大学生陷入认知误区，造成学生恐慌或者迷茫等，导致学生自我

存在与社会价值产生冲突，此时学生会向教师提出疑问及寻求教师

的帮助。如此，思政教师面对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传统思政课程问题，

而是与疫情发展相关的或者与社会热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

题涉及的知识面广、专业性强、信息量大，思政教师需花费更多精

力、时间去学习、思考、分析等，不断突破自身专业及能力，将理

论运用到抗击疫情的时事分析中，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其次，

思政教师开展线上教育，难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及充分

了解，比如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等，而且限制了双边活动的开展。

同时，思政教师还需要学习线上平台的操作、线上教学材料的整理

等来应对疫情的突变，使思政教师手忙脚乱。 

（三）育人途径受阻制约思政教育 

面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多数高校学生会感到迷茫、困惑，此

时若能够采取恰当的思政教育方法，便更突出的体现思政教育作

用。但是，很多学校及思政教师在疫情防控时期，对学生的管理依

然采用了传统方法。比如，让学生在家中进行线上学习，或者全部

回校进行封闭式管理。此类传统方式都是将学生长期局限在某一区

域、某一环境，限制了学生的活动及人际交往，另学生感到压抑、

无聊，甚至内心感到恐慌。很多学生为了摆脱这些负面感受，通过

玩网络打发时间，比如每天刷各种短视频或者打游戏等。同时，高

职院校学生又缺乏自控能力和涉世经验，对不良信息的诱导缺乏应

对能力和识别能力等，因此容易在网络中沉迷，导致学生失去自我、

迷恋游戏或者主播等，增加了思政教育的难度[2]。疫情防控是一场

持久战，更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高职院校思政教育采取传统手

段进行学生管理，会导致育人途径的单一化，另思政教育的停摆，

而学生思政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的消解，容易另其错误的思想发酵或

者升级，失去思政教育良机，且日后难以弥补或者调整。 

二、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机遇 

（一）促进思政教育信息化 

高职院校在思政教育手段、路径及载体方面不断创新，但是其

与网络技术的融合还远远不够，而且部分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

技术的应用价值，阻碍了思政教育的信息化发展。疫情防控的常态

化，传统教学理念及模式无法满足思政教育需求，而各种社交软件、

视频软件、新媒体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线上教育提供了良好条件，

更推动了思政教育和网络的有效融合。比如，利用 QQ 直播、腾讯

课堂或者智慧树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授课，使原本靠敲键盘交流的

线上教育变的更加立体化，还实现了多声云端教学。另外，还可以

通过微课宣讲、在线研讨等宣传抗疫故事和抗疫精神，引发学生对

人生价值的思考。再如，利用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群、QQ 群等宣

传防控政策、防控知识，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时期树立正确的政治

观、价值观等[3]。线上教育的开展，拓展了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

也改变了教师面授的传统模式，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禁锢，更促进

了师生的交流、更好的发挥了学生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教师教

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式的创新以及思政教育的信息化发展。 

（二）创造大量思政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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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成就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

导，离不开我党及各级政府、人民的精诚团结，离不开医护人员的

辛勤付出和防控机制的完善。在疫情防控中，我国展示了强大的凝

聚力、组织力、应对能力及执行力。思政教师需要挖掘疫情防控中

的思政教育素材，将其灵活的应用到思政教育中，使其成为思政教

育的契机，在引导学生客观分析疫情、冷静面对疫情的同时加强学

生思想政治观念、心理健康等教育。比如，以“新冠病毒传播”为

主题开展关于生命健康的教育，提高学生对新冠疫情及生命的认

知，培养学生尊重、热爱生命及爱护环境的品质[4]。还可以将“疫

苗研发”作为主题开展科技教育，培养学生相信科学、勇于创新的

精神。再如，通过宣传抗疫人员先进事迹进行担当教育，提高学生

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等等。

此外，还有爱国教育、制度教育、感恩教育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疫

情防控中找到鲜活的、直观的素材来体现。 

三、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对策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教师要将“战疫”作为思政教育的主

要课堂，从疫情防控中挖掘思政良机，同时让思政教育服务于疫情

防控。 

（一）加强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兴旺发展的保障，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要保障。媒体传播渠道的增多，增加了新闻舆论的控制难度，作

为培养社会人才的高职院校，则需要深入落实学生思政教育，在疫

情防控期间加强舆论导向，始终贯彻党的路线及方针，弘扬主旋律，

增强大学生凝聚力，提升其思想政治觉悟，使其成为科学战疫的强

大力量。首先，深化思政理论导向，思想政治理论是思政教育的基

础，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涉及的学

科及内容非常广泛。思政教师一方面要将不同学科的理论进行契

合，一方面要在理论教学中融入疫情防控实践，对学生情感、思想

等进行正确引导，科学消除学生思想困惑，增强其“战疫”信心[5]。

其次，重构导向话语体系。在舆论导向中，话语是重要媒介及方式，

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时，要真心、诚心、虚心、用心，提高话语的高

度、深度、温度及气度。比如，不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进行

训斥或者命令，要悉心倾听学生的想法，平等、友好、耐心的与其

沟通，这样能够让大学生更积极、主动的接纳教师的思政观点，更

充分的认识到自身的思想偏差。再次，把握好导向时效性。舆论导

向需及时才能发挥作用，对此，思政教师要时刻关注疫情发展情况，

对疫情防控政策进行及时的、全面的、准确的解读，让学生们了解

疫情防控实情，增强学生疫情防控意识。同时，对于网络上不实疫

情报道或者诋毁政府的不当言论，思政教师需及时正面回应，对谬

误及时澄清，并提升学生信息甄别能力，避免此类不良信息在学生

群体中诱发负面影响。 

（二）缓解教师角色压力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思政教师角色压力增大，要想保障思政教

育的有效性，就需要缓解教师角色压力。对此，首先思政教师要增

强政治定力，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提升自己的理论认知和理论信仰。

同时，强化自身政治意识及政治水平，奠定、巩固思政教育理论基

础。在思政教育中，教师还要建立高度的责任心及使命感，切实履

行教育职责，诠释“匠人”精神，通过科学的教学来提升学生党国

情怀，引导其坚定政治方向，凝聚大学生力量，拥护党的领导及决

策，为抗疫提供动力。其次要绽放思政理论魅力，我党事业的发展、

人民事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思

政教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钻研，学习其基本原理及

在此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把握理论精髓，科学

运用其辩证思维来服务疫情防控工作，绽放理论魅力来吸引学生，

加强学生政治信仰，使其为学生应对疫情提供精神支持。再次，教

师要巩固自身专业实力，结合疫情发展局势，以活跃的思维和宽阔

的眼界探寻疫情防控与思政教育契合点，使二者有效融合，比如疫

情防控新政策、新案例等素材的应用等。同时，思政教师还要提升

自身网络技术，积极开辟网络教育途径，拓展思政教育平台。在教

学中，将实践与理论结合，加强师生互动交流，用战疫巨大成果、

战疫感人事迹、战疫科学理论征服学生、感染学生，唤醒高职院校

学生责任意识，促使其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成

就自我。 

（三）疏通思政育人路径 

疫情防控常态化大大减少了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导致课堂教学

效果弱化，造成思政教育无法持续开展。对此，高职院校及教师需

要采取多样化的教育途径及教学模式，疏导育人路径，解决思政教

育停摆的困境。首先，可以加强对新型媒介的利用，高职院校学生

接受、学习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较强，对新媒体能够快速的适应

和有效应用。教师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将新媒介作为思政教育传播

路径，聚焦疫情防控主题，加强师生思想交流及灵魂的碰撞，提升

线上教育效果。其次，学校需要加强育人队伍的构建，思政育人队

伍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专职队伍，主要由学校思政教师、行政

骨干、辅导员等成员构成；其二是兼职队伍，主要由抗疫英雄、社

区工作者、疫情防控志愿者等构成[6]。这两支队伍在以疫情防控为

主题的思政教育中，要进行有效联动和优势上的互补，充实思政教

育内容、丰富思政教育形式，培养学生在抗疫过程中形成坚韧的品

格及努力奋斗的精神等。再次，凝聚各方力量，疫情防控是全社会、

全人类的大事，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需要

凝聚多方力量，比如学校是显性教育，而社会、家庭是隐性教育，

将三方凝聚、融合，形成联动育人机制，可以有效强化思政教育成

果。 

四、结束语 

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给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的多方面的

困难，但同时也带来的机遇。面对这一局面，思政教师需要承担起

教育使命，在困境中寻找新机，打开思政教育的新局面，在学校、

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力量的协调联动下，为教师开展思政工作提供

必要的支持，通过加强舆论导向、缓解教师角色压力、疏通思政育

人路径等方式深入落实思政教育，聚焦抗疫主题，以稳定疫情发展

下学生情绪，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思政观念的正确引导，宣扬抗疫

精神，坚定抗疫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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