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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 +”的高校思政教学研究

◎王朝霞
摘要：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代名词。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思政教学影响学

生的思想。为此，高校教师需要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任。此外，互联网成为大学生主要的信息接触媒介。如

何运用互联网更高地开展高校思政问题？这也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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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信息传

播速度快；内容浩瀚如海。但是，思政教

育工作者应意识到：在互联网上的很多信

息并不能真实的反应社会，甚至对大学生

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消极作用。对此，教师

需要结合互联网的优势，提出互联网教学

的不足，构建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互联网思

政授课模式，获得良好的思政教学效果。

一、现阶段高校思政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思政教育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提出思政教育存在被边缘化的原因在

于：教师并不注重调整教学思维，存在较

为严重的思维惯性。这种情况导致学生没

有足够的学习热情；此外，学校在资金方

面，对思政教学投入较少；部分学生认为

思政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与实际的生活

较远，存在严重的思政无用论心理。

（二）思政教师缺乏为学生服务的

意识

众所周知，思政教师往往以课本为引

线，讲授思政知识。但是，教师并未考虑

到：思政知识是否真正与学生的实际生活

相贴近，或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点，导致思政知识与学生认知存在一定的

矛盾性。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并未跳出

原有的教学思维定式，只是向学生一味地

灌输知识。以上种种体现出：思政教师并

未从学生的立场开展教学，缺乏为学生服

务的意识。 

二、基于“互联网 +”的高校思政教学

策略

（一）以“互联网+”为“引流口”，

引入更多思政教学素材

教师认为“互联网 +”是一个信息黑

洞，更是一个虚拟版的大世界，里面有很

多与思政相关的内容。与此同时，“互联

网 +”还是一个技术性工具，可以迅速传

播信息，更为立体地展示事件。还有“互

联网+”具有较强分享性。以上三点为“互

联网 +”成为思政教材内容的“引流口”

创造了条件。

在开展思政授课中，教师以“互联网+”

为数据源，以“互联网 +”为技术工具，

以“互联网 +”为共享平台，搭建“互联

网 +”与思政内容的汇合点，让学生享受

信息的便捷。为了达到此种目的，教师需

要提升个人的信息素养，需要准确地搜集

相应的思政元素，将这些元素“打包”成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并发送给学生。教

师以“互联网 +”为交流的舞台。学生可

以在此舞台上，充分地探讨个人的看法，

从他人的视角中，多方式了解思政内容，

并形成个人的独有认知，促进他们正确行

为意识的形成。

（二）以“互联网+”为“助力器”，

为思政教学赋能

在“互联网 +”的作用下，我们看到

了很多的教学方式，比如，通过微信公众

号平台、微博以及抖音等等。这些新的授

课方式可以让思政教学更具有生命力。为

此，思政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借鉴上

述的教学方式。与此同时，教师需要意识

到：互联网具有隐蔽性和实时性的特征。

教师需要以具体的教学内容为切合点，选

择合适的方式。

以“社会热点”作为切入口，教师以

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让思政教

学更具有实时性和趣味性。教师将思政内

容转化成微课，学生可以在课外学习这部

分内容。教师可以以抖音直播的方式，讲

解社会热点，让学生在评论区积极交流。

教师可以以让学生以送礼物的方式，了解

个人的教学状况。教师以“互联网+”为“助

力器”，丰富原有的课堂形式，实现为思

政教学赋能的目的。

（三）运用多种方式，让“互联网+”

教学更为澄清

我们在看到“互联网+”优势的同时，

也要认知这种方式的不足。有些学生沉溺

于网络中的娱乐内容；有些学生容易受到

不良信息的影响；有些学生喜欢游戏。更

为重要的是，在游戏中、娱乐中有很多的

不良信息。

针对此种状况，教师采取多种手段，

让“互联网 +”教学更为澄清。手段一，

借助政府的力量，以学校为单位，搭建相

应的网络监控模式，构建澄清的网络校园；

手段二，设立举报制度，及时举报一些不

良信息的制作者；手段三，兼顾自律和他

律的原则。学生需要提升自律行为。教师

也要关注学生，实现相应的他律，让“互

联网 +”的环境更为清澈，提升思政教学

质量。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的背景下，

有很多新的教学手段。与此同时，教师需

要了解到：一物存在两面性的特征，即看

到这种方式的教学短板，思考如何规避短

板的方法，思考运用优势的途径，旨在获

得良好的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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