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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微”平台的融入式思政教育创新模式探究 
◆陈雅竹 

（宁波大学阳明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
要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信仰，增强学生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的人才。但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往往脱离大学生的认知实际，
缺乏针对性，依赖灌输式、理论式的方式开展教育，大学生经常
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教育效果和实际相差较远。因此，探究基
于“三微”平台的融入式思政教育创新模式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困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对矛盾 
（一）“单向权威”与“平等互动”的矛盾。从师生关系主

体性来看，在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中，教师往往占主体地位，而
学生是受教育者占客体地位。教师往往把自身树立为理论权威和
形象权威，高居于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忽视了对教育对象的尊重
与满足，忽视了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而学生被动的接受知
识，导致互动性和创新性差，同时极易产成逆反心理，现在的大
学生普遍是 90 末、00 出的孩子，他们受互联网思维以及经济发
展规律的影响，天生渴望自由、追求平等，这种缺少互动的“灌
输式”教育，给学生造成了对思政教学的“刻板印象”。 

（二）“封闭单一”与“开放多样”的矛盾。从教学形式来
看，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往往采用讲授的形式，讲课过程中也是
基本以课本为主，有的甚至出现“唯课本论”“唯考试论”等，
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进步，而思政教育明显还没能跟上节奏，对于学生喜爱的一些新
媒体平台，比如抖音、B 站、小程序等，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融合
方式，满足不了学生日益开放多样的需求，这样就造成强学强记、
应付考试，事实是从根本上抹杀和漠视了思政理论教育作为思想
教育的本质特征。 

（三）“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的矛盾。从教学效果来
看，基于传统思政教育的局限性以及教师水平的差异性，造成一
知半解的多，融会贯通的少；流于表面的多，熟读精思的少。那
些大道理、大理论似乎学生都能滚瓜烂熟，考试分数也从来不低，
可是如何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如何践行到社会主义实践中，
却很少有学生能说出所以然。那么，如果思政教育脱离了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二、融入式思政教育创新模式探究 
（一）融入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学习，但想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仅要发挥好思政教育
专业主渠道作用，还要促进多学科融合发展，摸索多学科的交叉
点，确保育人方向的针对性，不断提高育人质量，例如把思政理
论的学习和艺术专业学习相融合，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书
法绘画的创作，这种将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模式，大大

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二）融入人文情怀。把握学生的成长规律，科学设计益于

学生进步的校园文化活动，并将人文情怀教育融入学生学习、生
活，情感当中。通过教育和培养，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陶冶爱
国主义情操，例如利用早自习引导学生朗读并讨论习近平经典语
录、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英雄事迹等，激发学生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树信仰、话使命、谈梦想的热情，鼓励团员青年带团徽、
亮身份，举办“国旗下的演讲”“重温入团誓词”等活动，让学
生增强参与感，突出仪式教育的“沉浸式”感召力。 

（三）融入网络思维。把思政教育融入“三微”平台建设中，
并向学生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和维权服务，同时把“三微”平台
作为学生倾述的“树洞”，帮助学生解决思想、情感问题，打通
思政教育的“最后一公里”。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贴近青年且制作
精良的思政教育类好作品，比如“领风者”“那些年那些兔”等，
平时多留心、多积累，尽可能发现好的作品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向
同学们推荐并组织观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依拖专业优势，撰写脚本、拍摄视频，同时将
视频投放优酷、B 站等新媒体平台，鼓励学生在“创”中学，在
“创”中悟，进一步提高了思政教育的成效。 

三、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有跨界思维，敢于突破原有模式和思维

定式，充分利用“三微”平台的群体高覆盖性，同时增加融入性
思想教育模式，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程化、全覆盖化、
人性化和创新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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