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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它涵盖了多个层面,不仅关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

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教学水平。在主观层面,优化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对于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和家庭所承担的重要责任。为了实现更加有效的育人效果,我们需要构建一

个以学校、社会、家庭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机制。随着新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通过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我们可以构建一种协同育人的教学模式,这不仅可以

促进资源的共享,还能够拓宽教学的途径,丰富教学内容,并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

社会和家庭这三大育人主体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互动,形成育人的合力,并在育人目标上达成共识。我

们需要秉持先进的育人理念,提升全面的媒介素养,统一教学节奏,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推动教育

制度的标准化、育人模式的完善、育人效果的显著提升以及教育回馈的多元化。本项目将基于新媒体

情境,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新媒体环境下该课程的价值逻辑和实现要素,旨在更

好地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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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complex and long-term process, which 

covers many level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teaching level. On the subjective level, optimiz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not on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nning schools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 and families.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effective effect of education, we need to build a school, society, 

family as the core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 media, we can build a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but also broaden teaching methods, enrich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mote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In this context, the three main educators, school, society and family,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form a synergy of education, and reach consensus on 

education goals.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advanced education concept, enhance the overall media literacy, 

unify the teaching rhythm,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model,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effect and the diversity of education feedback 

through various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new media, this project will tak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eply analyze the value logic and realization 

elements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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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介技术的迅猛进步,人们的生活、交流与信息传递

模式均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新媒介以其强大的互动性、即时性

和广泛覆盖能力,在长时间内逐步演变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关

键渠道。当代大学生,作为“数码土著”一代,自出生便沐浴在

新媒介的光辉之下,相较于其前辈,他们更加依赖新媒介。大学,

作为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核心基地,不仅承担着传

授知识的任务,更肩负着德育教育的神圣使命。其中,大学思政

教育是德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 

然而,新媒介的崛起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一

方面,学生可通过新媒介接触到更为广泛的信息,传统课堂教育

已难以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介信息内容纷繁复杂,积极

与消极信息并存,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效开展德育工作成为

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协作育人模式应运

而生。它不仅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创新

与突破。通过实施协作育人方式,我们期望在新的教学模式下,

为我国高校培养出具备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1 研究背景 

在新媒介环境的大背景下,大学思政教育的研究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随着网络与社会媒介的普及,学生得以接触到更为

广泛和多元的信息资源,这无疑为大学思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新媒介环境下,大学思政教育应首要关注网络社会环境

中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大学生在运用社会化媒介进

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等

问题。因此,针对高校大学生开展新媒介教育,加强其网络素养

与伦理观念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2 课程思政视域下构建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意义 

2.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是国家的大事,也是党的大事。在中国大地上办好一所

高等学府,是新时期高等学校肩负的重要职责与任务。国家领导

人曾指出,要以立德树人为本,“立德树人”是学校发展的首要

目标。建设协作育人体系,突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起

“导师”与“专业”的协同育人体系,尤其是专业老师,要更好

地肩负起育人责任,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知识传授为核心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的各

个环节中,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格局。这样,不仅

可以使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也可以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其对“两个确定”的内

涵有更深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立德树人的基本使命贯彻于整个教育教学

活动之中,使学生自觉把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结合

起来,为祖国的振兴而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2.2搭建全员育人思政工作平台 

要突破高校辅导员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人堂”的现状,

构建高校专职教师与高校导师共同培养人才的工作模式。围绕

“课程”这一核心,根据专业的培养目的与计划,精心组织专业

的教学内容。同时,要充分发掘思政因素,让学生们热爱专业,

善于思考,崇尚科学,用认真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学习方式,提高

自己的整体素质,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和心灵状态,形成科学的思考方式,推动他

们的身心发展。与此同时,要充分调动所有老师的积极性和热情,

增强对课程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

一个整体来进行,在对课程进行优化的过程中,让德育与其它学

科齐头并进；创新教育方式,把灌输式和浸入式结合起来,线上

线下结合起来,课上与课下结合起来,校内校外结合起来,显性

隐性结合起来,切实把“如何培育人”的初心和使命贯穿于建立

协作育人的机制之中。 

2.3实现教育强国奋斗目标 

国家领导人说：“我们现在正朝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前

进。今后30年,我们要造就一批有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人。这正是我们的使命。”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强

对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持”这一层面上,对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

了明确的安排。在新时期,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教育的变革和发

展,由“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既是办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又为办好“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大学肩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的重任,为了让这

批能够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当代新人,必须具有崇

高的理想、高超的本领和社会责任感,为人们提供一种让人民满

意的教育。 

3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协同育人建设的对策 

3.1整合教学目标 

“强化立德树人教育,提高四个自信,牢固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的理想信仰,服务于中国梦”,为高校思政课协同育人提

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此外,因为在各个学习阶段,同学们对于

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水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既要坚持同一个目标,又要关注目标的差异,在各个阶段,要做

到有的放矢,而不要一味地集中。因此,高校的思政课老师既要

把握总体的、一般的目标,又要把握好每个阶段的需求,制订符

合不同阶段的学生特征的教育目的,使教育目的更为科学。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其为中心,以“垂直”为中心,以“垂直”为

目标。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与大学生的核心素养相

结合。 

3.2加强资源整合 

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强化教学资源的整合,实现“合力”。构

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组

织与组织。这个系统由学校领导、思政专家、院系负责人等成

员构成,主要负责学校思政教育规划的制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为广大学生和教师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为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建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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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大学要建立跨专业、跨专业的

协作办学模式,促进各院系、专业间的协作与交流。多个领域的

相互渗透,能带来新的思路、新视角,开阔学生的眼界。通过跨

学科的协作与交流,使学生掌握各学科的知识与技巧,从而提升

自身的整体素养与能力。 

要促进教师跨专业、跨专业开展科研活动,促进教师跨专

业、跨专业开展科研活动。通过开展师生间的协作与沟通,实现

了优质、高效、优质的教学。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协作与交流,

进一步推动了教师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素质

与能力的提升。同时,通过相互的协作与沟通,也能实现知识的

分享、思想的碰撞,从而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思维。 

为此,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或中心、建立学科间、专业

间的协作育人体系、强化教师间的协作与交流等手段,能够使各

种类型的教学资源得以更好地分配与高效地使用,从而达到提

高德育工作的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作出积极的贡献。 

3.3完善育人模式 

在实施协作育人和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长要

强化对新媒体的实施和发展的组织领导,制定出新媒体环境下

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相关的相关方针和体系,在运用新媒体进行

协作育人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新媒体的网络行为

规范,摸清一切育人主体,明确新媒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并以

新媒体为指导,以新媒体为中心,实现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 佳

效果。 

学校应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与

企业和家长的联系,通过网上企业实习、“云家访”等方式,为企

业提供懂政策、懂业务、懂方法的企业实习导师和家庭教育导

师。与此同时,将企业发展需求与家庭对子女的期待有机地融合

起来,在充分倾听企业与家长的观点与建议之后,开展以企业实

践与家庭教育为主题的新媒体公益公开课,增强企业与家长的

引导意识,为高校合作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专业支撑。其次,要

在高校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得到整个社会

的广泛关注与拥护。为此,学校、社会和家庭应该充分运用新

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在线直播等方式,全面地宣传协作育

人机制的效果和典型案例,以正面的舆论引导,为实施高校思

政教育的协作育人方式创造一个有利的氛围,从而推动学生的

健康成长。 

3.4建立“双师”队伍 

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仅仅依靠学历的师资很难适应高校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尤其是在思想政治和职业教育相互渗

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双师”型的师资队伍,也就是拥

有较多的教育、教学与专业的实际工作经历的师资队伍,就变得

非常关键。要建设高素质的“双师”师资,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关

系就成了一个重要战略。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建立实习基地；

大学可以和企业一起建设实习基地,让老师们可以经常去企业

实习几个月,对产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操作过程有一个深刻的

认识,这样就可以在教室里给同学们带来更加接近于现实的教

育。其次,大学可以引进一些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大学的助教或

助教,既能给同学们带来业界前沿的信息,又能与同学们交流自

己的工作经历与心得,引导同学们进行生涯发展。三是开展师资

研究和培养,大学可以和企业一起组织一些老师的研究和训练,

保证老师们能掌握当前的产业发展情况和需要,这样才能更好

的引导学生。第三,构建“双师”师资交换的平台,为师生提供

一个师生互动的平台,促进双方分享经验,讨论合作项目,合作

开发教材,提升大学思政协合作教育的品质。 

4 结语 

新媒介的崛起与普及,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

题与要求。本文深入剖析了新媒介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协同育人模式,并对其价值意义、所遇困境及应对策略进行了系

统阐述。借助新媒体的丰富资源,结合校企合作的独特优势,构

建多元化的育人路径,旨在推动德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全面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面对日新月异的

社会变革,高校应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勇于在实践中探

索,使思想政治工作紧跟时代步伐,服务于学生的全面成长,服

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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