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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而互联网技术也越

发成熟,不仅涵盖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所传递的信息量也相对较大。现

如今,我国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能够看到互联网的身

影,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丰富思政教学的资源,同时还能提高教学的趣

味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信息过于丰富,严重的影响了学生们

的辨别能力,从而增加了思政教学的难度。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共存的,

所以需要对互联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在思政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进

行创新与改善。 

1 互联网时代对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积极影响 

1.1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工作资源 

基于互联网时代之下,大量的信息资源在网络上快速传播,给

各大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政教育

可以充分的解决互联网技术进行开展,以此来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

单一、枯燥的教学氛围。通过教学理念的更新让学生能够更加容易

的接受和掌握思政教育。另外,思政教师可以选择利用互联网来了

解当下的最新动态,就根源出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确保思政教育能够变得更加有活力,最大化的提高思政教育的效率

与质量。 

1.2增强了思政教育工作的自主性 

基于互联网基础上所开展的信息传播,不仅速度非常快,信息在

流动的过程中相对更加自由,加上互联网所具备的独特性质,促使学

生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交流。与传统的思政教学模

式相比较而言,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思政教学需要将重点放在信息的传

播方式当中。因为大部分的新媒体都具备丰富的内容,可以通过视频、

图片以及文字等多种形式进行传递,具备极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将

原本生硬严肃的教学内容变得丰富有趣,学生们也更加容易接受。同

时学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具备较强的选

择性。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还能有效的提升

思政教育的自主性。 

1.3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工作效率 

实际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能够直接对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

性造成影响。所以,如何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成为了当前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点。基于互联网时代当中,互联网具备一定的

自由行与隐蔽性特征,所以学生可以在网络空间中毫无顾忌的畅所欲

言,有效的缩短了老师与学生时间的距离。由于互联网的隐蔽性致使

学生的心理防范大幅度降低,开始逐渐的接受思政教育。加上互联网

空间的平等性特征,让学生与老师可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这样双方

所展开的交流更加高效,既提升思政教育的效率与质量,也增强了老

师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 

2 互联网时代对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挑战 

2.1对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挑战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前,学生只能够通过报纸、杂志或者课堂学

习等方式获取相关的信息,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不仅十分单一,而且

大多数的信息都是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筛选和审核之后所发布出来

的信息。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学生获取的信息的方式过于闭塞,外界多

元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无法给学生带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高校

在开展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够控制好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当

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学生们可以借助手机、电脑等进入到互联网世

界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筛选与审核,

其所宣扬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无法进行判断,导致学生的心理会产

生极大的冲击。同时学校对于主流意识方面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学生的引导效率也大幅的降低。 

2.2对教师引导力的挑战 

由于互联网信息在传播之前并没有进行筛选和审核环节,所以信

息的质量相对较差,很多不入流的内容都混杂其中,在无形当中为高

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高雅的问题对于学生而言不仅

能够提高学习成绩,还能够帮助其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对于国家的

治理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相对低俗的问题则会吸引

学生的眼球,让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就会出

现精神萎靡的现象,不仅严重的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国家社会的稳定运行。 

2.3对学生辨别力的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游戏、网络购物以及网恋等形式无一

不影响着学生的注意力。虽然说网络虚拟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

生提供自由交流的平台,让其能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泄自己

的情绪,从而妥善的解决自身的问题。由于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能够让学生沉默其中、放纵自己,久而久之就开始逃避学习责任,其思

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也逐渐转变成为了虚拟世界中的观念,时间长了就

会丧失一定的辨别能力,导致对现实世界中的优劣好坏辨识能力也有

了明显的降低。 

3 互联网时代下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对策 

3.1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新媒体素养 

思政教师的专业知识与素质会对思政教学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

响,并且在目前的思政教学中,老师做讲授知识时无论是在时效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