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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仅仅转

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思政教学工作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此时,在思政教育工作

中再运用传统的思政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难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由此,

本文主要从思政教育工作发展的现实情况入手,探讨网络背景下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策略,为进一步推

动思政教学的持续创新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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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

我国已经逐步实现了互联网全覆盖的发

展局面,网络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不仅转变了人类

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等

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思政教

育方面,全新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大大

提升了思政教学的工作成效,为培养出

优秀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 网络背景下思政教学带来的

困境与发展机遇 

1.1网络背景下思政教学带来的发

展机遇 

首先,对于网络而言,具有信息大、

传播速度快、信息多样化的特点,网络技

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扩

充了思政教育课程的内容,让课程内容

在时间、空间上缩小了距离,在信息资源

的更新上加快了速度,为思政教学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课程教学资源；其次,网络

的发展创新了思政教育教学的方法,转

变了传统思政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

的枯燥局面,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

等方式相结合,不仅促使教学更加直观,

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学习兴趣,创新了课程教育方法与

模式；最后,网络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教材

内容固定化、教学时间和空间局限化的

特点,将整个课程教学空间与实践融入

到教室以外的社会实践当中,大大提升

了思政教学的整体质量。 

1.2网络的发展为思政教学带来的

困境 

首先,网络的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多样化的文

化相知交错,对思政课程教育带来了很大

的冲击,良莠不齐的文化内容在潜移默化

当中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使之思想产生很大的波动,也为思政

教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网络

共享与开放的特点,学生可以很容易获取

不同的文化内容,特别是一些西方的文化

知识,了解“民生”、“人权”以及“资本

主义制度”之下所表现出的价值观,但是

有些网络文化虽然宣传“民主人权”,但

是却对社会主义国家予以打击,甚至是诬

蔑、构陷,企图破坏构架的稳定与和谐,

而此时如何防范这些不良文化也成为思

政课程教学中指的探讨的重要话题；最后,

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许多不同的信

息,这些信息被无数人吸收、分享,在一定

背景下破坏了思政教育中主流价值观的

权威地位。在这一种虚拟的网络环境中,

所表现出来的轻松而又愉快的“亚文化”,

往往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导致传统严肃、

规范的教育话语被无情抛弃,阻碍了思政

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2 网络背景下提升思政教学工

作成效的创新策略 

2.1创新思政工作者教学观念与教

学方法 

网络的迅猛发展,促使思政教育进

入改革的浪潮。在这当中,首先需要针对

思政教育者的观念进行改革。教育者是

学生发展的引路人,作为思政教育者需

要适应现代网络生活的特点,运用变革

的思维看待网络和教育,并将二者有效

结合。除了需要改革自身教育观念之外,

教育者还需要改革自身的教学手段和教

学方法。在全新的且具有开放性的网络

时代背景下,借助新时代、新科技、新手

段来增强思政教学活动的平等性与开放

性。借助网络平台这样一种教育教学方

式,实现多元教学一体化,进而推动思政

教学模式与时代发展相接轨。 

2.2创新思政课程教学内容 

在思政教学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在

内容上的长信。思政教育内容是整个课

程教学的核心与根本,缺乏内容的单一

形式转变没有丝毫意义。革新与创新思

政教学工作内容的主要途径是进一步

丰富教育工作的内容。想要在网络时代

这样一种多元化信息交错的情况下更

新和提升教学内容的质量,教育工作者

需要懂得如何借助网络,通过网络来补

充和更新思政教学内容。除此之外,在

进行思政教育工作过程当中,可以借助

网络媒体这样一种具有灵动性且多元

化的特点,将音效、影像、图片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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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相结合,提升课程教学的趣味性。

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学生心灵和心理

产生困惑,思政教育内容需要与大学生

在当下环境中所遇到的困境入手,开设

能够服务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相关内容,

让大学生学会在特殊环境之下保护自

己,抵制不良的诱惑,这也是思政教学

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2.3拓宽思政课程教育阵地 

网络媒体这一全新的平台,为思政

教育工作的展开拓宽了路径,在巩固原

有阵地的基础之上打来了新的教育领

地。目前,许多主流媒体当中也开始融入

了思政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运用媒体

的知名度以及网络存在的便捷度,让学

生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思政课程学习

的价值；除了这些主流的媒体可以展开

思政教育之外,还可以构建专业化的思

政教育教学网站,让学生在浏览网页的

过程当中,更深入的去了解,这时候,学

习成为一种休闲和娱乐中的潜移默化的

学习,成为了现实版思政教育“寓教于

乐”的新模式。同时,教育教学者和学生

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了固定环境转向网络

虚拟空间,从固定化教育时间转向实时

教育当中,借助于当前最为方便、热门的

微信、微博、qq等方式,在公开的网络平

台之上交流思政教育的内容以及看法,

让学生通过全新的教育模式来感受到思

政内容所具有的价值性,更加热爱主动

的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搜集、学习。 

2.4不断扩大教育互动性、实现交互

学习模式 

网络信息化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非常

强大的交互场景,思政教育也不再受到

传统身份、地位、地点、空间和时间所

带来的限制,信息的传播变得日益方便

与快捷。思政教育教学共走的开展和渗

透也从传统的以学校课堂为主体逐渐扩

散开来,不仅仅只是依靠课本内容和老

师的讲解进行表达,而是借助于全新的

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前沿的网络设备、

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种形式传播宣传。

教师可以通过创建富含经典美文、个人

感悟、时下热评等内容的公众号、通过

公众号线上进行思政思想的渗透,实现

教育渠道多样化。在网络发展背景下,

思政教育可以提供更多的交流互动的机

会,从问卷调查,到文化渗透,从视频到

歌曲,做到利用各种文化形式,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 

3 结论 

网络的发展促使思政教育领域有了

新的发展方向,更加便利的教育教学理

念和教学手段突破传统教学上存在的瓶

颈,使得教学朝向趣味性、互动性、主动

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推动思政

教学的发展,为培养出对国家、对人民有

用的优质人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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