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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德育教育是我国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大学德育教育面临着诸如德育教

育内容脱离生活，缺乏针对性；德育教育方法与评价方式单一；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不到位等问题。

分析“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德育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不断丰富德育教育内容改进德育教育方

式，采用多元化德育评价体系和多样化德育实践形式，大力加强进行校园德育文化建设，探索构建思政

课程与德育教育一体化育人模式对新时期推动大学德育教育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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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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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in universities of China. At present, some problems occurred in mor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divorced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from life and lack of pertinence; the singleness of form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the inefficiency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lace, etc.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ra, 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contents of moral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adopting diversified mo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
tems and diversified forms of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vigorousl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lture on campus, and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mor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work of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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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连续两次把“立德树人”写进大会报告，凸显了当前大学

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大学不仅仅要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还要在伦理道德、心理健康、职业指

导、法律法规、理想信念等多方面进行必要的指导。德育教育是新时期大学培养时代新人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探索大学德育教育新途径有利于丰富德育教育内容，创新多元

化德育教育方式，使学生更真切地体会德育教育带来的益处，更有利于“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1]。 

2. 当前大学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德育教育内容脱离生活，缺乏针对性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手机和电脑在高校的普及，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

然而部分教师在课堂上传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很好

地结合现实，联系实际[2]。大部分学生认为老师在讲框框，讲条条，内容枯燥无味且离实际生活太远，

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好。 

2.2. 德育教育方法与评价方式单一 

目前大学德育教育以开设显性课程为主，德育教育方法仍然显得单一。德育教育的本质是灵魂的教

育，它不仅塑造人的行为，还要培养人的高尚情操、美好的感情和健全的品格。但是现在的德育教育工

作往往满足于完成课堂教学，抓外在行为，而忽视了学生深层思想感情的培养。德育教育不仅要教给学

习者理论知识，从意识层面的进行教导，也需要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真正的内在涵养。

德育教育的评价方式也以量化考核结合开卷考试，成绩按比例进行评价为主，其他评价方式较少采用。

在“互联网+”背景下这种教育形式和评价方式显得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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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不到位 

随着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 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智慧课堂教育形式的

出现，然而，部分德育课程教师对于信息技术利用于并不到位，仍执着于幻灯片和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

进行教学，依旧采用传统的讲授法。 

2.4. 教师对德育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根据调查以及众多学者研究显示，在中小学目前仍存在着德育课程要为升学考试课程让步，大学德

育教育的地位也远不如专业课等现象。部分教育工作者对于德育教育并不重视，不少专业教师甚至认为

德育教育是专门的德育教师的工作，没有在观念上形成德育教育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需要在每一

节课上，甚至在日常交流中对学生施以影响。 
德育教育工作仅满足于表面上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关注学生在行为上是否犯错，是否按时按量完成

作业，对学生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关注不够。教育工作者对德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是造成德育教育质

量不高，学生不重视德育养成的重要原因。 

2.5. 师生对于德育教育兴致不高 

当前，大学德育教育以显性的公共课形式开展，班级过大，学生存在缺课现象，教师难以管理[3]。
部分教师没有用心思考如何设计课堂教学、如何在时间有限的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个别学生没

有认真参与到德育课堂当中，对于教师安排的德育活动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敷衍了事，没有真心地想

要从中体会。所以目前师生两方面都对德育教育兴致阑珊。 

3.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德育教育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在给教学和学习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挑战，网贷、游戏、色情

等垃圾信息防不胜防，大学生对于网络负面信息的抵抗能力不强，很容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上歧途[4]。 

3.1. 教育环境更加复杂教育难度增大 

网络环境缺乏有效监管，不真实的信息、网络舆论很容易诱惑辨别能力低的大学生。互联网下，不

良信息传播隐秘且广泛，意志不坚定，缺乏判断力，思想单纯的学生很容易陷入其中被这些不良信息影

响。除了良莠不齐的信息，互联网下大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员组成也更为复杂，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影响，

对于学校进行德育教育难度增大。 

3.2. 信息技术给传统教育方式带来较大冲击 

目前大学德育教育以传统教育方式为主，即以班级为单位以教师课堂教学为主，学生实践活动较少。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技术设备可以从视觉、听觉上对教育方式作出极大改变，使教育内

容更加形象生动，教育方式更加灵活。信息技术的使用既可以增加课堂活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教师的教学压力，这给仍坚守传统课堂教育的老师造成较大压力。 

3.3. 不合理的网络使用使大学生与现实世界脱轨 

正如屈原在《卜居》中所言：“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

神有所不通。”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优势与劣势并存。互联网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不合理的网络

使用，使某些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与现实世界脱轨。互联网提供的是虚拟的社交平台，除了方便交

流也隐藏着欺骗和不确定因素，不少大学生由于沉迷于网络虚幻世界与现实社会脱轨，人际交往障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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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明显。 

4.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德育教育面临的机遇 

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德育教育受到不小挑战，但是这同样给大学德育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无限

机遇。大学德育教育可以借此契机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出调整和改变，弥补不足使德育教育真正做到影响

学生思想和灵魂发展[5]。 

4.1. 德育教育的手段将更加多元化 

互联网具有共享、及时、范围广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找到较好的教学材料，相互交流结合本

校特点找到适合的教学方法，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信息技术和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可以为学

生营造新鲜、轻松、生动的课堂教学氛围。除了教授理论知识，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案例、时事等，引导学生结合实际分析问题。大学生基本上都有手机等移动终端，教师也可以利用互

联网与学生进行线上互动。可以增加学生自主实践学习，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学生的实践进行监督和指导。

有效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都为德育教学

改革提供了极好的思路和参考[6]。 

4.2. 德育教育的内容将更加丰富精彩 

网络的出现也伴随着各种以电子形式为载体的信息的快速传播，与以纸张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载体相

比，可谓又一质的飞跃。网络所传播的信息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集图、文、声、像于一体。超越了简单

文字或静态图像的表现形式和力度，缩短了人们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进程，在网络文化的虚拟空间

中网络公民不仅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更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大大加强了人们沟通的便捷性

和有效性，大学生也是网络公民的一部分。德育教育将会因为网络文化的出现，内容变得更加鲜活、生

动和丰富[7]。 

4.3. 德育教育的效率将得以提高 

“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积病已深的传统大学德育教育而言不失为一个转机。高校可以通过校园网

络、校园活动等多种形式渗透德育教育的内容以及德育所包含的思想。这样有效拓宽了德育的“上课时

间”，此外，以学生所喜欢的形式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让他们的情感更容易接受，至少不会有太大

的排斥情绪。让学生逐渐清晰认识德育教育，能够理解和接受德育教育。那么自然而然的大学德育教育

的效率也就提高了。 

5.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德育教育的路径选择 

“互联网+”理念，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优化传统产业从而激

发经济活力带动经济发展。不能把互联网简单地看作一种教育工具，而应该把“互联网+”看作一种思维

模式，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进而为大学的德育教育提供改进方法[8]。 

5.1. 丰富德育教育内容，改进传统德育教育方式  

大学虽然以学生学习更精深的专业知识为主，但是德育教育仍然不可忽视。当前大学德育教育以开

设显性课程德育教师讲授理论知识为主要教育方式，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理论为主要教育内容。这显

然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对学生和教师的调查中，反映出心理健康教育、基础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

教育、理想教育、劳动教育等教育内容都是大学德育教育需要加强的地方。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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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是大学生特别需要的。网络的发展使人与人的沟通更加便捷，但是也很容易让大学生虽然熟练于

操作键盘，但却变得不善交际，不懂得处理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样时代的改变，社会对于人才的

要求和标准也会随之改变，就业指导可以消除大学生由于迷茫而带来的不适和更好地调整自己去适应社

会。 
教育者可以合理使用互联网资源，丰富德育教育内容，开设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大学生真

正需要的德育教育课程，改进传统德育教育方式，可采用如小班授课，学生自主学习，师生合作交流学

习，学生自学然后讲授等多种形式。学校只有结合时代特征，开设学生感兴趣与学生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的课程，德育教育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5.2. 建立多元化、发展性、动态化的德育教育评价体系 

目前大学德育教育大多采用终结性评价，评价方式单一，这种评价方式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学习

效果，情感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也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生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育理念不符。 
德育教育评价主体是多样化的、发展的，那么也应该创建并实施一个多元化，发展性动态化的评价

体系。参考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理念结合互联网为每位学生打造一个发展性终身性动态化的大数据评价

系统，这个系统从学生小学入学开始便记录他的表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性化有弹性地给出评价，

然后系统自动评分并保存。评价不以某一次表现而定优劣，也不是用来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而是作为

一种良性的督促和一种学生在择校和就业时给对方评估学生的大数据。这种评价方式不会给学生、教师

和家长任何压力，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可以帮助发现学生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从而及早提出警示，对学生

实施恰当的教育。 

5.3. 构建多样化德育实践形式，加强校园德育文化建设 

德育教育除了可以开设理论课程，更应该开展多样化的实践[9]。学生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将理论转

化为自己的行动，最后内化为品格。可以让学生自己主持主题班会交流心得、利用互联网创建班级网页，

共建精神家园、自拟公约、文艺联欢、公益活动等德育实践形式。学校也可以专门设计一个代表本校文

化的动漫形象，用这个动漫人物来生动、形象，随时、随地地传播本校文化，给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德

育教育。 
进行德育实践，不仅可以强化理论知识，还可以锻炼学生多方面的实践能力，比如，合作能力、执

行能力、交际能力等。在互联网时代，学生依赖网络甚至沉迷于其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能力有所下

降，实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进行实践也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德育教育的兴趣和重视，同时也让

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德育教育。 

5.4. 加强科学研究，鼓励德育教育科研 

实践可以检验理论，但是理论始终是实践的指挥棒。先进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让实践有序有据地

开展。德育教育科研就是最好的研究德育的方式，专门的德育工作者要将德育教育作为重要的课题开展

研究，所有教师和学者都可以从自身感兴趣的方面开展德育教育方面的科研。 

5.5. 探索构建思政课程与德育教育一体化育人模式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培养学生个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主要途径，能够科学地、系统地进行道德教育，对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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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就是德育课。单一的思政课或课程思政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必须突破课堂教学的

局限性，探索多元的、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构建和德育教育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和德育课程内容

的一体化和系统化；各个学段道德教育能相互渗透、相互衔接、相互协同；课堂道德教育与学校德育以

及社会密切结合等等，推动德育课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将德育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学生创

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6. 结论与展望 

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技术逐渐成熟，对各个领域也产生了

极大影响，“互联网+”理念为大学德育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传统德育教育带来了挑战。学

校和教师作为学校德育教育的主要规划者与实施者，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对德育教育作出调整和

改变才能适应新时代大学生对德育教育的需要[10]。 
德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隐效的工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互联网的出现使多

方面的合作成为可能，并且提供了极大便利。“互联网+”理念给传统德育教育带来了挑战，传统德育教

育需要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互联网+”的理念做出改进。如何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有效

监管，对学生形成正面引导并把学生对于互联网的兴趣引向德育教育的具体方法仍然值得深思和探讨。

德育工作者需要深刻理解“互联网+”的理念，使“互联网 + 大学德育教育”真正地有机结合，为祖国

培养出德才兼优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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