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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教学模式面临挑战,网络学习已成为“00后”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

途径。高校思政课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现代化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学紧密结合,通过微信公众号来

传播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不断进行创新教学

模式研究,让思政课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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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s facing challenges.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00s" to acquire knowled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by using the new media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WeChat, we disseminate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tantly study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to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live. 

[Key words] "Interne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mode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

的最关键课程。自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

已进入新时代,也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现在更是处于十四五规划

发展阶段,网络传播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应用。2019年３月18日国家领导人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也曾明

确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做到课上

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弘扬主旋

律,积极传递正能量。”守正创新来打破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面”的传统教

学模式限制,提升思政工作的多样性渠

道,使当代大学生接受具有时代热度和

思想深度的新时代思政教育,将思政课

与互联网融合,进一步提升了思政工作

的引领力和凝聚力,让网络思政教育更

聚力、更走心。 

1 现实背景 

国家领导人2018年5月2日在与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

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

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

心,以立德为根本。”国家领导人的重要

讲话,指明了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

课程。随着时代的改变,高校思政教育对

学生的影响愈发凸显,正确的引导至关

重要。目前微信作为交流沟通的主要方

式之一,信息传递具有如下特点：便捷

性、实时性、广泛性,在高校中学生受众

面最强,极受学生的欢迎。高校思政教师

运用微信公众号这个网络载体,进行网

络思政教育,不仅丰富和推动我国思政

教育事业发展,更是将正确培养学生的

思政观念。 

2 互联网+思政育人的现实性 

2.1信息内容更新快,时效性较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思

政课”教学模式可以使教与学不再受环

境的限制,学习地点和场地条件的要求

相对灵活,不局限于教室。对于学生,以

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在网络中获得大

量的最新资讯,及时对国内外时政要闻

进行了解,其中大部分资讯内容真实有

效,有利于大学生与时俱进地学习。教室

可以通过互联网媒介开设比较有针对性

的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QQ群、微信

群、钉钉等互联网沟通平台展开讨论,

或与教师沟通。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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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发放调查问卷,并且通过大数据等互

联网技术,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如

政治观点、学习状况、关注热点等情况,

使教学环节有的放矢,提高教学实效性。

教学场地也不拘泥于学校和教室,可以

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等对教学内容进行

传播,通过慕课、微课等推动信息化教学

模式,将教学内容及时发送到学生的学

习范围。在此基础上,运用青年人喜闻乐

见的表达方式,将思政课枯燥乏味的“背

书式”理论说教变为青年人时尚的网络

产品,比如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发课程吉

祥物、表情包,制作主题漫画、微视频等,

使思政课“鲜活”起来,通过“互联网+”

让大学生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到课

堂,喜欢上思政课,通过新模式的助推可

以轻松达到思政课教学目的,提高教学

时效性。 

2.2网络育人实效性 

网络思政教育工作,提升网络思政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互联网+

思政课”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通过互联

网媒介拓展相应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

增加师生之间教学互动性和学生之间的

互动,并且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思政

课实效性。对于传统的课堂,实效性是一

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传统课堂教师作为

主体“讲”,学生作为客体“听”,授课

内容是否被学生接纳,学生掌握情况等

较难及时了解,并且实践课 教学模式较

简单等原因,思政课实效性普遍较弱。在

“互联网+思政课”教学模式中,将教学

模式多样化,便于拓展学生社会实践的 

领域和方式,可以通过微信、QQ等平台分

享学生身边的故事,鼓励学生参与身边

线上线下的志愿活动等,步入学生社区、

学校、周边了解身边的变化,发现身边的

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同时,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雨课堂等教学软件进行知识随时

检测。 

2.3丰富内容,完善体系 

网络思政育人也是通过开展理论研

究、讲座交流等形式,打造了基于网络、

文化、管理三位一体的网络思政工作格

局。第一是网络育人名师用核心价值观

引领青年。讲述有时代热度、有人文温

度、有思想深度的故事,以大学生的视角

全方位讲述普通师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故事；第二是注重用新媒

体应用服务青年。在内容设计上,突出青

春特色,释放青春气息,与大学生门互动

分享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

在校时从哪些方面锻炼自己的文章；三

是用大数据思维创新开展工作。通过协

调各方力量和技术,观察和预测到一段

时期内学生的行为特征和需求变化,及

时调整网络思想育人的工作重点,从而

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3 “有创意的思政课”创新模

式 

3.1新颖性 

“有创意的思政课”是结合“互联

网+思政课”的思维方式建立微信公众号

来开展思政教育,“互联网+思政课”教

学新模式将传统的思政课堂转变为一个

“自由+开放+互动”的大课堂,辐射面不

仅仅局限于教室、学校,甚至包括社会,

这也是实现思政课社会化的过程。目前,

多元化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可以为大学生

提供多元化咨询,从不同角度的咨询伴

随着社会信息复杂多样。然而,对于这些

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来讲,

复杂多样的社会信息在大学生的思想意

识形态等方面会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

响。因此,思政课堂模式网络化,首先需

要建立网络教学大环境的保障平台,其

中包括学校的教学部门、管理部门以及

后勤 部门,从硬件设施和网络环境等方

面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对于校园外界

的网络平台,政府管理部门等需要对多

媒体平台要加强监管,杜绝不利信息对

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家庭要做好

监管工作,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思想动

态,多管齐下,建立“三点一体化”的网

络大环境保障。 

3.2先进性 

“有创意的思政课”在思想上通过

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丰富了思想教育的手段,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平台,保证思

政教育相关信息的时效性。在内容方面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布各种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信息,润物细无声地发挥出

微信公众号的舆论导向作用在新教学模

式中,第一,教师需要熟悉教学内容,符

合教材和教学要求,通过教学方式和教

学方法的转变,实现教学目的；第二,教

师要不断提高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水平,

丰富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在教学平台

中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尽快掌握教学平台

使用；第三,结合互联网平台的多样性完

善教学内容,教师需要提高捕捉新信息

的敏锐度,要通过互联网随时收集和整

理信息,通过新媒体教学平台设计情境

展示、案例分析等环节,提高思政课特色

化、时效性和实效性。“互联网+思政课”

教学模式改变着传统的“背书式”教学

模式和课堂教学的局限性,创新师生的

沟通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

育教学的实际效率,让思政课“活”起来、

“动”起来,强化了思政课的时效性、针

对性和亲和力。给原本传统的思政课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让思政课告别传统

课程的枯燥和乏味,为思政课带来了惊

喜和活力。 

3.3独特性 

“有创意的思政课”与思政大课堂

和组织社团合作,线上线下同时开展工

作。思政课中的学生实践依托学校周边

思想教育基地以及让学生们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进行实践,可以由老师将学生

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向微

信公众号发布。在自己组织线下活动时,

我们结合新出现的不同的方式,包括不

局限于读书分享会、答题和唱歌等,在

举办这些活动时拍摄活动视频、照片以

及整理成文章在公众号形成专题。公众

号积极结合学校学生实际情况,从学

生的角度思考,使用学校资源打造具

有学校特色的公众号,创造更多优质

原创文章。 

综上所述,“有创意的思政课”创新

师生的沟通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育教学的实际效率,让思政课

“活”起来、“动”起来,强化了思政课

的时效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让思政课

告别传统课程的枯燥和乏味,为思政课

带来惊喜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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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生

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创

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