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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微时代”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政课有效性的策略 
◆林桂红 

（广西教育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3） 

 
摘要：社会在快速发展，高校学生的个性化日益突出，高校思政课却依

然沿用传统教育方式，影响了学生参与积极性，思政课的有效性难以保

障。对此，积极利用“微时代”，实现高校思政课堂的有效性，使高校学

生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职业道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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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微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受到影响，
发生种种变化，此时，若高校无法准确把握微时代带来的种种变
化，大学生思政课将难以发挥效用，进而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
对此，紧抓微时代到来带来的种种变化，探索适当的思政教育路
径，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力量，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1、“微时代”的概念 
“微时代”是一个时代命题，其中，蕴含了多种复杂语义，

如：人际交往、生活方式、文化传播、社会心理等。微时代主要
以微博、微信等为传播媒介，以短小精炼为传播特征的时代。据
统计，2017 年间，微博月活用户将近 4 亿人。微信活跃用户将
近达到 10 亿人。由数据来看，微时代下，信息传播内容将更加
丰富，传播速度将更加快捷，传播范围将更加广泛。在该时代背
景下，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播信息、获取信息，而对微时代管束的
宽泛，大量不良信息夹杂其中。此时，大学生作为微时代的一员，
想法、判断能力并不成熟，为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
对此，加强高校思政课，越发重要[1]。 

2、“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变化特点 
在微时代背景下，精简短小是文化媒体的特色之一，如：在

发微博时，若内容为文字，则上限为 140 字符，若内容为视频，
则时间上限为 300 秒。这些特色与当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快节奏
生活相适应，同时，人们能够更加快速的获得海量信息，这也是
微博月活用户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然而，微时代传播内容的精
简，带来优势的同时，信息碎片化难以避免，因微时代所传播的
信息普遍缺乏内涵，缺乏深度，且媒体工具固定，一种网舆文化
氛围逐渐形成，对大学生思想带来巨大影响，诸多大学生不再如
以往一样刻苦、钻研，习惯对周围信息的一知半解，使大学生缺
乏对问题的探究精神，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思想行为等受到影
响，大学生心理普遍存在浮躁现象[2]。 

除了精简短小之外，微时代下的另一个特色则是高速传播。
在微时代背景下，无论哪个微媒介，其功能都是为扩大人际关系
网、提高网络舆论影响力存在的，人们通过将自身的生活状态、
价值观点等传递给更多人，以此获得对自我的肯定，过的身心的
满足。但是，也存在部分人为博眼球，故意夸大、恶意扭曲事实，
甚至以过激的言语，展现个人价值取向，不遵守道德规范，不顺
应社会主流。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初期，并不能准确分辨
对错，对不良信息的抵制能力较差，在微时代背景下，极易受到
影响，为大学生未来发展带来阻碍。 

在微时代背景下，人们能够加任何陌生人为好友，因交流的
对象互不了解，人们言论更加随意，言论的自由，极易解放大学
生被压抑的黑暗面，影响大学生未来发展。另外，因网络人气能
够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满足，降低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挫败，人们
对网络的依赖性明显增大，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转淡。如此，
直接导致大学生进入一个新环境后，很难适应环境，甚至对人际
关系产生惧怕与疏离，长此以往，大学生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期
待感越发降低，进而全身心投入网络虚拟人际关系的构建上，而
对网络虚拟关系的依赖性，并不能解决人际关系间的供求矛盾，
反而进一步加剧现实人际关系的恶化，扩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
自卑心理，引发大学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此种种，可见微时代
对大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此，加强思政教育，充分发挥思政
教育的有效性，成为高校教育的重点。 

3、“微时代”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政课有效性的策略 
3.1、把微语言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微时代的不断发展，在此影响下，大学生的话语思维、行为
方式逐渐转变，向短小精炼，诙谐幽默，犀利新潮的“微语言”
转变。微语言，能够通过一句话、几个数字、一个表情，展现出
人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如：23333333，(*╹▽╹*)，人艰不拆等，
言简意赅的语言，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交流的特点。这些话语形
式，轻松、诙谐、多元，精辟，大学生对其投入大量时间，影响
了信息的整体性、系统性与严谨性。但是，不可否认，微语言具
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对此，在高校思政课堂上，为降低课堂
的枯燥，教师可利用微语言创新思政工作话语体系，提高学生兴
趣，提高思政课的有效性，降低微时代带来的不良影响。 

3.2、构建微媒介平台，增强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教师应紧跟时代，将思政教育与微时代

背景相互结合，深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了解学生的困惑，真
正为学生解答疑惑，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3]。基于此，
教师可构建微媒介平台，通过观察学生日常沟通、所发表的动态
等，了解学生心理状态，针对性展开思政教育，为大学生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对微时代各种信息的分辨能力，推动大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3.3、加强微课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实现思政教学的高效
性 

微课是一种以一定方式营造一个主题化的小环境，区别于教
学课例、教学设计等单一资源，其中包含了教学设计、素材、练
习题、教师一对一点评等内容，当前，微课已经成为我国常见的
一种教育模式，被广泛应用到课堂中。与传统教学课堂相比，微
课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不足，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并且，
微课内容短小精悍，是课堂教学的重难点，保障学生抓住课堂重
点，提高课堂效率。在思政教育中，加强微课的应用，能够增强
思政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并且，除了课堂之外，教师还可直接将
微课上传媒介平台，积极利用学生空闲时间，增强学生对思政教
育内容的记忆，提高高校学生思政素养。 

4、总结 
“微时代”的到来，人们网络言论自由度明显提升，网络为

人们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处于时代 前沿的大学生，因微
时代的影响，心理上发生诸多变化，其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等
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变，大学生思想行为受到影响。对此，高校
应重视该问题，积极利用微时代背景，开展高校思政教育，提高
高校学生综合素养，为国家输送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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