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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是以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一种

传播形式和媒体载体。哲学教育课程的核心特点是价值引领，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文

精神即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关怀是哲学教育课程的主要特点。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各种新媒体技术已成为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模式，将新媒体技术应用于哲学教育课程，有利于学

生更快速地理解课程内容，使上课效率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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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carrier based on modern 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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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radio, and televi-
sion, using the Internet as the carrier. The core feature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val-
ue guidance, which guides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worldviews. The main feature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the humanistic spirit, which is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survival and value ca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arious new media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educational models in higher educa-
tion. Applying new media technologies to philosophy education courses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urse content more quickly and make class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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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传统的哲学教育课程形式单一，老师作为课程的传播主体，通过讲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教育，

学生会觉得师授生学的模式单一枯燥。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及时更新教学理念，以确保教学理

念的科学性 [1]。新媒体的快速有效发展与当今先进的信息技术密切相关。新媒体在教育中的日益使用对

教学改革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新媒体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将新媒体纳入哲学课程应

用可以更科学地产出优质的哲学教育课程和培育哲学人才。 

2. 新媒体技术在高校哲学教育学中的应用特点 

在新媒体时代，近年来，高等教育和新媒体使用政策成为热门话题，主要是由于互联网和移动设备

的快速发展对公众的影响。利用学校和新媒体的综合效应，共同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用新媒体的相

关问题，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2]。新媒体技术在高校教育学中的应用特

点有如下几点。 

2.1. 操作便捷，提高学生注意力 

由于学生对新兴媒体的好奇心，他们很容易对城市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微博、微信、脸书、QQ
等社交媒体工具使用方便快捷，用户信息资源存储在这些新媒体上，可以开发数据交换和分发服务，并

与多个平台共享一个账户，教师可以在教授哲学课程中简单方便的呈现一些哲学家的资料和故事，让学

生们更加身临其镜。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通过动态效果、对比度等方法展现了运行相同功能代码的不同效果，吸引了学生

的注意力，具有共性；在学习差异性和核心技术时更加积极主动，当然使用新媒体技术可以让学生集中

注意力，观察和识别问题，回答老师的各种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总是向学生传授知

识，解决已知或未知的问题。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创作不同的教材，使学生自觉参与教学课程。学

生们可以在线上小组讨论哲学相关的议题，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2.2. 高效即时，丰富教学内容 

新媒体支持可用于各种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如果存在重要信息通知，平台会发送适当的信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25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孙紫仪 
 

 

DOI: 10.12677/ae.2023.13101254 8085 教育进展 
 

而另一方首先接收信息，使其更具便携性，并使移动学习成为现实 [3]。 
新媒体可以丰富教学背景知识，在哲学学习中利用新媒体技术等，不断补充与学生相关的课程学习

最新知识，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向学生展示相应的资料、相关历史事件，让学生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

在更直观地理解一些观点提出的前后联系同时，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以图文并茂、声音丰富的形式为学生

展现哲学观点的来龙去脉。从中，学生们可以沉浸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情绪中，感受信息技术发展时代的

激情，并面对面交流。当然，教师也可以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描述由于最新观点发

展而引起的框架变化。 

2.3. 教学方式多样化，师生更加平等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教师必须改变教学方法，新媒体对教师有很大帮助，改变了传统的“黑板 + 
粉笔”教学方式，通过在教学中融入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成为可能。 

在课堂上，教师必须将新媒体技术与地理知识相结合，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与学生更亲近。

学生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如果他们在课外遇到问题，他们可以通过新媒体向老师寻求帮助。同

时，教师可以与学生分享相关的学习材料，及时提供帮助，并适当地指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在地理课

堂上使用新媒体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4]。 

3. 推进新媒体在高校教学的实践路径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

当前的趋势，有必要将互联网技术纳入高等教育改革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高校

立足长远目标，以多种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路。要探索高方式，探索创新，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特别

是可以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3.1. 转变教师教学方式和理念 

加强教师们的能力建设、定义任务和改进教学内容仍然是发展大学教育和创新的关键。在教学中使

用多媒体时，教师应避免在教学中简化教科书和多媒体，并在制作多媒体学习材料时注重提高丰富有趣

的教学内容。画解释原则、单词、图像，放弃与声音无关的原则等。教师应尽可能提高信息的有效性，

减少可能导致误导学生的不正确信息，或多或少地大声解释阅读内容，使用多媒体作为高质量、知识丰

富的后备课程，并提高质量高校教育。 
通过使用新媒体进行在线直播教学，教学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进行课堂实践，将教学任务与世界

一流大学相比较，教师可以熟练地使用优秀的课程进行学习。学生可以通过激动人心的在线思政课堂视

频进行学习，但要注意，教师不能无条件地复制或过度依赖云课堂内容。应该用符合课程和学生情况的

内容，让学生享受在线课程。教师可以改变传统的师授生学，可以课前在云课堂等类似软件提前发布课

堂任务并提供资料，随机分组，让学生提前查阅资料，上课分组展示学习成果。这样既方便快捷，又提

高学生主动学习能力。 

3.2. 学校开展定期培训 

在“互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许多高校投入巨资建设“智慧”课堂，以满足教育现代化的需要，

从而丰富了高校的各种教育形式。随着互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大学的学习环境将发生重大

变化。在管理水平等方面，要考虑新媒体技术的产业应用和发展。同时，要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完善新

媒体和现代化课堂设备，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为了让学习顺利进行，学校应该使用云技术，充分利用新媒体直播软件。专业教师立即将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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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引入直播软件，制作基本教学信息，为全校师生申请在线账号，课程信息、教师信息、应该包括

学生信息等基本信息。设定注册、授课、回答问题、按下按钮、演讲等在线直播方式，使学生和教师只

需通过移动认证码进入课堂即可进行在线教学，避免软件尴尬的局面，从而降低思想和政策课程的教学

效率。学校可以每周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如多媒体的应用，上课软件的使用：如何发布资料、如何签到、

如何批改作业等。 

3.3. 引导学生使用新媒体学习 

鼓励学生与高水平的学生讨论和互动，以解决问题，避免教师重复，提高教学质量，并让学生接受

和体验更好的学术氛围。邀请知识渊博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在线讲座和交流可能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学校可以定期开展线上哲学讲座会议，或者发布其他高校的高质量线上讲座和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参加

这些高质量线上讲座。 

4. 小结 

新媒体技术正在推动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技术和教学的双向能力正在改变高等教育的结构，高等

教育教师的教学模式正在从传统的知识转移模式转变为培养新的高水平智力人才。但高等教育和教育中

并不是使用的新媒体越多，教学内容就越好，有必要根据教学场景、学生特征等整合新媒体技术提供的

功能服务。所以高校始终需要优化、创新和开放的人才的整合。其中，使用新媒体教学哲学，一方面可

以优化教学内容更加科学高效有趣，使学生不再死板地学习哲学知识，另一方面节省了教师和学生的时

间，提高了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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