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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互联网的普及和迅速发展引发了各行各业的变革，对传统教育方式造成了冲击。互联网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思想道德和价值观

的形成和发展。本文全方位分析互联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

可行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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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populariz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triggered changes in all 
walks of life, which has caused an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education. The Internet p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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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eep-
ly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iving habits, learning styles, ideo-
logical morality and valu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and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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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时代现已到来。“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

实践作用，其代表着一种经济社会展开的新形状，推动着经济形状不断发生演化。大学生生活、学习与

网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完全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行为和

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虚拟性，它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所以必须抓住“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机遇，面对新时代下的挑战，将互联网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

合，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权威地位遭到削弱。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以教师为主导和权威地位，受教育者对教师崇拜、深信不

疑，外界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小[1]。在“互联网+”时代条件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师生之间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能够深度双向互动。但由于互联

网信息的复杂性，大学生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对权威的知识认知产生各方面的困惑，从而削

弱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权威地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难题。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

业素质也受到了挑战。部分思政课教师观念保守，缺乏对政治专业知识的及时补充，对互联网的运用能

力不够熟练，在“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和教师获取知识的渠道相同，可获取的教育资源也相同，这

就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价值观面临多元化冲击。网络打破了地域限制，而互联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难辨真伪，诸如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传播迅速。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大肆宣扬文化霸权主义，

进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全面更加丰富，但是也增

加了大学生辨别信息真伪的难度，网络信息的开放性和隐蔽性突出，给大学生营造了一种高度自由和平

等的教育环境，可以隐匿真实身份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互联网+”环境下，自我约束意识、法律意识

淡薄的大学生容易受到“低俗文化”、“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不良网络环境的影响，产生违反

社会道德和法律要求的行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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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2] 
3) 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有所缺失。首先，“互联网+”时代为大学生提供了宽广的网

络学习平台，但是大部分学生主要用于娱乐性用途[3]。其次，虽然诸多高校已经将新媒体应用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但是运用的形式、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再次，网络上关于思政类的内容比较少，

难以激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学习的积极性。 

3. “互联网+”时代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教育资源局限于已有的课

本知识和相关著作。学生获取思想政治相关知识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将

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体，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老师针对教材进行教学内容补充和丰富，学

生可以通过网络在短时间内获取国内外最新的时事热点和学术成果，最大可能实现信息共享。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特殊性要求思政课必须与时俱进，而互联网正是思政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重要桥梁。 
2) 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思想具有内在性，思想的作用方式是主观诉之于客观的过程，

需要一定的载体。毛泽东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

[4]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语言文字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等。网络的出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全新的载体，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相比，网络载体具有两点突出的功能：一是网络载体

交互功能，改变了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的沟通方式，地位更加平等。二是覆盖渗透功能，互联网信息传

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突破信息传递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学生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信息更加及时，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3) 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平等性增强、交互性显著、隐

蔽性突出、个性特征明显。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互联网上都会被弱化甚至视而不

见，取而代之的是以网民身份平等交往的关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打破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固有身份，

变被动式教为主动式教育，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更加平等的环境

下探讨交流专业问题。网络环境中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身份、社会行为等能够得到充分的隐蔽，有利于教

育者深入的了解教育对象的需求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网络的隐蔽性还能使受教育者在隐蔽的环境下

充分表达真实自我。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了解受教育者的兴趣点，充分尊重

学生的合理诉求，有针对性的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提升学生学习思政知识的兴趣和获得

感，增强大学生思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4) 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互联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多广阔的平台，师

生通过网络例如微信、QQ 进行学习交流与合作实现网络资源共享，为师生提供了强大的数据资源库。通

过这些平台，师生之间可以进行多方位的沟通，及时反馈学习收获和问题，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高校还能利用互联网收集整理优势资源，为师生提供资源便利。网络的共享性和丰富性能够最大

程度调动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自主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信息，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方式更加灵活，学习过程更加轻松。 

4. “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更新理念、转变行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

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

感和吸引力。”[5]第一，要明确“用户至上”理念，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要以大学生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方面建立学生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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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修养等课程的线上学习平台。还要有包容和创新理念，既要明确“互联网+”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

来的挑战，也要把握“互联网+”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互联网+”条件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还面临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困境，需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及时掌握网络发展动态，不断创新

对互连网络的应用。第二，思政课教师应主动学习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互联网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开展网络直播课，建立班级群聊等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对学生进行针对性

的指导。学校也要加强对教师的网络技能培训。 
(二) 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优化网络文化环境。首先要运用“互联网+”完善思想政治教

育平台，例如专业知识获取平台、校园信息获取平台、教师工作平台、数字文化平台等。通过聊天、调

查问卷、公众号互动等形式增进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真正走进大学生的学

习与生活。其次是运用网络平台对大学生进行创新观、网络观等内容的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

学会明辨是非，正确选择网络信息。还要利用好学生社团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举办校园网络文

化节等活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三)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转变。当代大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网络流行符号、网

络流行语、图片、视频成为大学生与他人沟通表达自己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把握大学生网络话语体系的

特点，顺应这一趋势才能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度和学习兴趣[6]。第一，培养专门的新媒体

管理和应用人员，熟悉掌握社会热点和爆炸性新闻，在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和内容设计上容易被大学

生所接受，熟练运用网络流行用语引发与大学生的思想共鸣。第二，把握互联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巧妙

利用视频、音频、图片等形式，及时转变话语交流方式，构建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和深受大学生喜爱

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缩短了时间空间距离。在此条件下，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新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步伐，明确高校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逐步完善教育网络平台，

适时转变教育话语体系，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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