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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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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广厦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25

[摘  要]新媒体新视野，高校思政教育是本着影响学生价值观念，促使学生避开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弘扬传统文化，具备高尚品格的思路，

展开的教育活动，为契合当代的教育浪潮，思政活动也在素质发展观下施行了新媒体创新教育，而新媒体的工具可多视角、多层次的灵活利

用，为扬长避短产生新媒体的思政教育实际效果，应分析现阶段新媒体模式下思政教育的机遇，寻求教育的可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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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媒体是当今教育模式的新型元素，新媒体比较受高校生欢迎，

目前大部分的高校生都与新媒体有接触，可以说新媒体构建了高校

生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影响着高校生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着高校生的社会思想，思政教育作为高校比较系统化的思想教

育途径，应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的将新媒体的功能发挥出来，促

使学生能够辨识媒体信息真伪，以正确的价值观剖析新媒体案例，

提高思想政治境界。

1.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考

1.1 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手段 

新媒体时代，教师将思政知识与新媒体内容衔接起来，开创了

思政教育的新渠道，

打破了思政教育中老生常谈、枯燥无味、抽象难懂的困境，促

使学生对思政更为重视，使得思政对学生的影响力加强，学生们在

新媒体模式下，在思政认知中， 更具感受力与亲身体验感。学生将

对新媒体的好奇心与兴趣转移到思政上面来，展开了积极的探索，

教师应充分的利用新媒体资源，使得思政教育内容丰富起来，多视

角的展开新媒体思政辩证，促使学生变得积极主动，同时可结合新

媒体的案例分析，更加深入浅出的理解思政观点，产生共鸣。　　 

1.2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

思政教育内容一直都以教材为主，很少进行思政的拓展，当新

媒体成为思政课堂上的元素之一，新媒体内容纳百川的信息均可以

作为思政的教育案例，不仅让课堂上的知识量丰富起来，同时还拓

展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在思政学习上，能够从实际发生的社会问

题进行议论，新媒体内容种类繁多，可满足不同主题的思政学习，

教师应进行合理的思政元素筛选，让新媒体中与思政主要内容关联

比较紧密的、学生们感兴趣的内容更为课堂议论点，无论是积极的

案例还是消极的情境，均可以作为思政的学习资料，在更为生动、

更为直观、更为立体的资源下，达到学生思维交互的效果。　　 

1.3 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 , 思政教育有其必然性 / 重要性，从学习者

的角度来说，思政教育或可接受或可不接受，思政教育并非是必要

掌握的专业知识，也难以内化成为影响自己精神素质的根本条件，

思政教育的悲哀与困难，一直是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认知差距，

尽管教师在思政课堂上侃侃而谈，奈何学生听吗？教育教学的可接

受性，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学生打好知识基础的关键要素，新媒

体的加入，使得思政教育体现出其重要性与特征意义，高校生既能

够从网络上表达观念，为何不能在思政课堂上进行阐述呢？当新媒

体融入思政，促使学生轻松的表达意见，将在网络上表达的观点转

移到思政课堂上来，何愁他们不接受思政、不积极议论。　　 

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施行路径

2.1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从实际出发

对学生表示尊重，而不是从教师的角度单一的看待问题，考虑

到新青年对新事物的好奇与认知充分的高龄教师有所差异，教师应

注意因材施教、以生为本，教师应潜移默化的走进学生内心，并探

寻他们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方向，了解学生的性格喜好、行事风格，

在教育中将思政问题自然的融合，由于高校学生的活动轨迹更为自

由，与教师的活动轨迹鲜少交织，教师不妨在课堂上采取“头脑风

暴”的角色转换模式，先倾听学生的意见，对学生初步了解后，再

行展开思政的讲解，如教师可结合思政主题，要求学生提出近期在

微博、公众号等媒体了解的与此主题有关的几个热点，可进行小组

对抗，十秒钟之内小组成员站起来发言并快速坐下，最终统计得分，

这种形式不仅在小组互不相让的情况下，激发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意

识，同时也让教师收集了相应的新媒体资料，不费吹灰之力的了解

学生们最近的关注点，进而将学生们提及的有关案例与课程相结合

进行讨论，水到渠成。　　 

2.2 结合新媒体建设校园互联网体系

为在各自独立的作风下，对学生更加了解，想学生之所想，让

新媒体信息的渗透更符合学生的心理活动，教师可积极的构建校园

思政论坛，可结合现有的校园网尝试开创思政模块，若校园网的网

速慢、登录麻烦等， 还可以另外构建思政论坛，教师可在论坛提出

问题，与考试的重点关联，不愁学生不参与，而在论坛中学生们可

实名阐述意见，也可以匿名表达想法，网站的建立、论坛的构成，

可将思政教育服务延伸到课后，教师可解答学生的疑惑，也可以鼓

励学生们互动，在论坛上宣扬思政主旋律，将新媒体链接传输到论

坛上，或者转载到议论群中，促使学生展开对自己感兴趣的新媒体

问题议论，从思政的角度去剖析这些问题，轻松而又多视角的展开

思政的分析。

2.3 加强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宣传教育

当前网络净化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仍旧有一些不发网站、造

谣信息充斥其中，为避免学生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在热评下

跟风，缺乏独立的辩证能力，教师应提出有关的网络案例，询问学

生的想法，教师就可以将新媒体中不同类别的问题，转移到思政层

面，允许学生阐述自己不同的想法，还可以让学生书写评论语一百

字，将其发送到论坛中，从而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对学生过于激进、

偏执的思维进行正确引导。可鼓励学生自我总结网络弊病，自省自查、

自咎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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