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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政内容重点改变、方式方法拓展、作用影响凸显,面临着线

上教育效果欠佳、次生问题尤需关注、针对性和亲和力急需提升等新挑战,也开辟了一片更有可为的新

天地。要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引领,创新方式,将抗疫实践转化为成长课堂,不断开拓思政课

教学新空间,切实增强网络思政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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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新

阶段,大部分高校学生复学有序开展,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逐步恢复。然而,疫情的

突然爆发,让线下教学按下暂停键,全国

所有地区、所有高校“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开展了一次“史无前例、世

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验,对我国

高等教育的学习革命、范式革命意义深

远。思政教育也全面进入网络教育范畴,

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各方面发生显著

变化,迎来新的格局。正如教育部所指出,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

之前的教与学状态。随着“互联网+”、

“智能+”的在线教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发展方向,为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开

辟了一片更有可为、更有作为的新天地。

高校要顺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理

直气壮做强做优网络思政育人,有针对

性的调整与创新。 

1 带来的新变化 

1.1内容重点的改变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价值

引领,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媒体新技

术有机融合,着力构建高质量网络育人

体系,是网络思政的重点。而在疫情防控

的不同阶段,网络思政的重点又有不同。

疫情初期,出于对病毒传播途径、发病原

因及防护措施等缺乏了解,部分大学生

产生焦虑、恐慌心理,需要第一时间帮助

科学认识疫情,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

力。随着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大学生高度

关注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及对学

习生活的影响,担心不能如期毕业、错过

就业时机等,网络思政的重要任务是引

导大学生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

待疫情影响,不被暂时的问题和困难吓

倒,学会危中见机、化危为机。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要全面引导大学生认识

疫情防控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厚植家国情怀,利用疫情考验获得的新

领悟和成长,做实做细线上日常教育,推

动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贡献力量,进一步筑牢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 

1.2方式方法的拓展 

全国高校应对疫情开展在线教育教

学的实践中,将几乎所有在校大学生纳

入网络育人空间,让网络思政对象极大

增长。线上教育不仅打破了物理上、空

间上的围墙,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学

生心理上的围墙,形成了时时、处处、人

人皆可学的新的教育形态,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网络思政教师的“教”,改变了学

生的“学”,改变了学校的“管”。在这

之前,高校在网络环境中开展思政教育

活动还没成为主流,只是辅助课堂教学

和学校任务而进行,但疫情防控促使思

政教育活动全面转入线上。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

将逐渐向网络空间转移,网络思政逐渐

成为思政教育的主流。 

1.3作用影响的凸显 

疫情促使思政教育的现实路径发

生了重大转变,加速网络思政发展。切

换到“云上”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虽然

没有了传统课堂的面对面,却增加了师

生间点对点的交流互动,这种转变有效

解决了高等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即从满

堂灌的“单声道”到互动式的“双声道”

转变,促进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

心”转变,从过去注重教师“我教了什

么”到更加注重学生“我学到了什么”。

特别是网络思政教育体系可以引入学

生、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家长、社会

校友等多主体参与,使得思政教育变得

更加完整有效。 

2 面临的新挑战 

2.1线上教育效果欠佳 

疫情之前,线上教学一般是以辅助

学习的定位存在于教师与学生的思维中,

而在疫情爆发后一跃成为高校思政教育

的主力军。相较于以前的教育模式,线上

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形式、实效上都发

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复杂性、开放性、交

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而高校教师线上

教育经验不足,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水

平不足；解决线上教学问题的综合能力

较差；师生信息化教与学的运用不够协

调充分等问题,直接制约了网络思政教

育活动的开展。作为“数字原住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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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相对快速适应了线上教育方式,

但存在注意力容易被家庭环境所分散、

自律性差、时间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导致

线上教育效果欠佳。 

2.2次生新问题尤需关注 

疫情引发“次生”心理问题,“心理

防疫”成为网络育人的重点和难点。一

方面,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部分大学生

产生恐惧心理,而面对不断更新的疫情

信息,又不可避免产生焦虑与慌乱心理。

同时,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网络谣言此起

彼伏,若不加甄别,容易产生消极萎靡情

绪。另一方面,抗疫带来的不便,大学生

长期居家学习生活,正常生活和学习节

奏被打乱,尤其是毕业生面临毕业、就

业、升学等压力倍增。如何真正做到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成为高校

网络思政的一项全新课题。 

2.3针对性和亲和力急需提升 

疫情防控是提高高校思政教育感染

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载体。疫情发生以来,

从 初的惊愕恐慌,到冷静面对、科学应

对,大学生成为这场全民抗疫的见证者、

践行者。大学生在与国家、社会的并肩

抗疫中同频共振,更是深化思政教育内

涵、提升育人实效的全新路径。虽然高

校围绕抗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政教育,

但并没能完全把握社会重大事件产生的

感应场,有针对性地开展情境化、具象

化、生动化的主题教育,存在思想理论性

和针对性、亲和力不够强,教师的成就感

和学生的获得感不够高的问题。 

3 几点建议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

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要扎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关心守护学生成长,全

面推进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 

3.1强化引领,将抗疫实践转化为成

长课堂 

这次疫情防控既是一次大战大考,

也是一场深化政治引领、展示制度效能

的大课。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的同时,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种巨大的反差,再

一次充分展示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

和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大

学生思想引领注入了强大的信念和动

力。高校要切实把共同抗击疫情斗争作

为推进学校思政教育的重要实践和生动

教材,将疫情防控生动实践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推动将中国力量深

植根于学生灵魂之中,引导大学生深入

思考青年一代肩负的时代责任,激励学

生自觉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两个一百年

奋斗征程中。 

3.2抓住机遇,开拓思政课教学新空间 

思政课是思政教育的主课堂、主渠

道和主阵地。这次疫情让思政课教学从

线下走到线上,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要及时启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思

政课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牵引辐射带

动作用,全面抓好思政课在线教学指导,

唱响思政课在线教学“铸魂育人”主旋

律。要准确把握大学生成长实际需求,

紧密结合一线抗疫故事,实施和推进思

政课云端抗疫,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政课教

学中“三进”任务。要建立起“互联网+

教学”“智能+教学”的新形态,从强化思

想引导、价值引领和提升思想素质方面,

研究提升思政网课质量的方式方法,联

通网上网下,既接天气又接地气,实现信

息技术背景下的“老师要教好”“学生要

学好”的目的。 

3.3创新方式,增强网络思政的实

效性 

面对疫情防控新特点,要着力强化

“互联网+思政”创新,利用“云班会”、

“云班干部会”、“云第二课堂”、“云宣

传”、“云帮扶”、“云打卡”、“青年大学

习”等多样化形式,积极探索如何利用好

网络这把“双刃剑”,把 大的变量变成

大的增量,多举并措提升网络育人实

效。要坚持网络育人和日常育人相结合,

更加重视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的问题、

难题,建立学业困难学生帮扶机制,及时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帮扶和临时

困难补助工作,做好家校联系,时时充分

掌握学生状态,及时回应就业毕业关切,

把人文关怀贯穿始终,切实增强大学生

网络思政的实效性和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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