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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网络实现了大数据的
高度融合，实现了教育机制的全面优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机制逐渐形成。基于互联网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不断创新。在此社会环境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不仅面对机遇，同样也面临严峻挑战。由此可见，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现状的大数据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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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1.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与“量”的关系 
第一，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与占比止升不断降低，研究成果

结构需不断优化。近年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术论文量下
降速度较快，且在互联网研究中的占比也显著降低，在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中的比重也呈现出持续平缓发展的趋势[1]。 

第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与专著出版的数量下降。统计
2010-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立项名单可知，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课题仅包括三项，而且不存在重大项目，与互联网与网
络相关的立项只有 706 项。 

第三，论文核心期刊的刊登几率与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几率出
现短时间波动的基础上，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根据调查数据
结果分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核心期刊登载在总期刊论文中
的占比不超过 17%，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几率在总期刊论文中
的占比仅有 2%。 

第四，根据下载数量以及引用数据统计结果分析发现，网络
思想政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当中的下载数量高于 1000 次的在成果
总量中占比不超过 2%，而下载数量不超过 100 次的在成果总量
中占比则超过 60%。另外，在引用数据方面，引用数量超过 50
次的在总量中比重仅有 0.42%，引用数量低于 10 次的在总量中
比重接近 88%。 

1.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较单一 
当前，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内容与方法过于

空洞和乏味。伴随网络技术水平的更新与创新发展，网络生活更
加丰富，而且网络和现实之间的交集愈加频繁。所以，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也应当把握时代发展需求[2]。然而，根据相关文献内容
可以发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研究对象严重脱离，且研究
选题过于陈旧和简单，在论述的思路方面也相对简单。 

1.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员和团队数量不足 
通过研究机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

点集中，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与团队数量并不多见，而
且研究机构数量的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学位论文数量超过 10
篇的研究机构比重不超过 4%，学位论文数量在 5-9 篇的研究机
构比重是 15%左右，而不超过 5 篇的研究机构占比则超过 80%。
所以说，新增的学位论文发表机构数量也不断下降，所发表的学
位论文数量随之降低[3]。 

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2.1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 
结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为更好地应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问题，必须要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有效结合
宏观覆盖和微观深化方式，并在实践过程中合理地采用改进措
施。其中，网络政治教育内容要与网民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尽
量与网民日常生活与关注重点相贴合，在教育实践中，也应强调
网民的自我教育作用。 

2.2 更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第一，依托网络媒介。将网络功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结合网络功能差异，对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加以选择。依托网络媒介，对互联网即时交互功能有效
利用，落实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核心。在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开展的过程中，借助互联网方式实施政治方向、观点、理想、
情感、信念教育[4]。 

第三，突出网络主体中心。网络主体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需要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点。为此，网络主体并不是
所有网民，同样也包括多个层面的群体。所以在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应将网络主体中心有效突显出来，充分发挥网络主体
作用。 

2.3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能够全面优化大数据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效果，为此，要想改善当前大数据研究的问题，就
必须要不断增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
下，要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能够熟练掌握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并具备较强的大数据技术，进而突破大数据和思想政
治教育融合难度较大的约束。 

在实践过程中， 关键的就是要不断强化大数据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队伍认识大数据学科知识的程度，定期组织并开展培训活
动，使其更好地形成大数据意识，更好地形成大数据思维，全面
增强大数据的处理能力与运用能力。与此同时，要选择高网络技
术水平且数据处理能力较强的校内外人员进行合作，进一步推动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5]。在此基础上，要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中引入大数据知识牢固且丰富的专业人才，在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只有在实践应用基础
上，才能够加深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力度，确保大数据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说服力不断增强，提高研究成果应用的价值。 

2.4 警惕网络异化现象 
网络环境始终处于变化状 ，所以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有效规避网络异化问题的发生。在
实践过程中，遵循网络应用基本原则，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
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与效果。另外，要积极创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对教育对象实时思想情况进行掌握，贯彻落
实教育工作。 

2.5 引导网络交往新风向 
基于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要注重对网络

交往风向的积极引导。只有确保网络交往风向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才能够使得网络价值与作用充分发挥出来[6]。通过网络交往
的方式，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对网民思想与
意识进行培育，进而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中，改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现状，加快教育工作进展。 

小结：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需要与时

俱进并持续性鞥更新。要想有效完善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效果，
应当在实践过程中对多元化网络教育方式加以利用，树立正确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意识，对具体的教育方法加以创新和改
善，进一步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可持续优化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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