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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来临。此类时代中各种新式思想与潮流文化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冲击较大，为培养具备正确

三观与理性思考模式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院校可结合此时代下各项新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思政课程的内容传授效率。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

网络信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影响，其次针对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列举出几项创新策略，从而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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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政课程是大学生获取思想教育知识的重要途径，因其传授内

容特性，学生往往在受教期间极易产生枯燥感。当前网络时代促成多项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模式的融合，院校思政教师可以加强教学效率与趣

味性为改革目的，进行与课程契合度较高的教学模式探索。因此，本文

对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进行探析，具有重要的

意义。 

1 网络信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影响 

从积极层面观察，首先网络信息的丰富会促进学生对自身思想情志

的探求。多数大学生在初次面对多样网络信息时会产生极强的好奇心，

在逐步加强对其的了解后，学生会由感知逐渐转变为思考，进而对自身

行为及思想产生疑惑。网络上诸多类型人群均能发布自身对各项事物的

看法，此类多样性的思想呈现，不仅能使学生耳目一新，亦可促进学生

从了解角度对自身思想情志进行对比及分类，加强自主意识探寻。 

其次，网络信息可丰富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当前高校思政课

程相对枯燥的原因之一，是其内容较为单一化。思政教学含有诸多理论，

其与实例结合讲解才能展现其中“灵魂”。传统思政教学中，多数高校教

师秉承严谨的教学态度，以教材案例为准，或单纯进行理论的深度讲解。

现通过网络时代的信息融合教学，教师可在诸多信誉度较高的教学网站

搜寻与教材内容相关的案例或教案，进而逐步丰富自身课程教学趣味性。 

后，网络信息多样性能拓展学生视野，加强具有教学特性社会现

象的宣传中蕴含的思想渗透。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学生可在自

身产生思想感悟时在网络中进行关键词搜索，了解与之相关的时事新闻。

思政教育内容在部分时事具体显示，可促进学生对此类思想知识的实行。

通过对新闻中提及的具体内容，可使学生对相关思想的正确实行获得成

果，与背道而驰引发结果进行了解，进而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反思与改正。 

网络信息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为

过于突显思想发展的自由性，弱化教材中多项思想理论的教育指导地位；

娱乐性较强，易引导学生形成享受、拜金等负面思想；虚假、颓废信息

引导学生逆向发展，导致部分思想意识的认知错误。高校思政教师应着

重注意此类负面影响，在教学应用时协助学生进行规避，或展开具有针

对性的正面引导教学。此种举措可在传递思政教育知识时，同时提升学

生的信息素养。 

2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2.1 应用多媒体技术促进网络信息的融入 

当前多项课程教学启用了多种新式信息技术，此类技术的应用不仅

可加强课程教学的趣味性，亦可极大程度丰富教学内容。网络信息对思

政课程丰富度提升的积极性上文已述，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可启用微

课形式加强此类信息的融入。微课中教学相关视频可为学术向，从专业

微课教学网站上搜寻；亦可为娱乐向，从可信度较高的娱乐网站搜索，

与教学主题相关。期间教师亦可采用“反例”法选播部分视频指出其中

错误思想，引导学生加强认知，规避此类信息的摄入。 

2.2 应用线上连线教学促进课堂师生互动 

在学生的认知中，网络中不乏“奇人异事”。教师可利用此点，在教

学期间线上邀请部分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思想政治课程理论的协同教

学。如传授红色精神时，教师可邀请专业学者、先烈后人等相关人士进

行连线，结合教学内容展开“访谈”式互动。期间教师应设置学生与受

邀来访者的互动，允许学生进行提问。在此类互动后，学生一定获得诸

多感悟，且通过提问持有了极高的表达欲望。在此时与学生展开教学感

悟的总结，教师必将收获极佳的教学效果。 

2.3 应用翻转课堂促进学生对网络技术的掌握 

高校思政教学过程中，不应始终由教师引导各项网络技术的融入，

通过翻转课堂，可使学生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究，进而加强自身对网

络技术的掌握。教师可为学生安排下一堂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涉及课

程主体、主旨探寻及教案的设立。学生可结合教材自行到网络中搜寻相

关资料，加深对课程的自学理解，并在多方搜集与整理后有效制定教案，

在课堂上进行翻转课堂的个人课程讲解。此类教学模式不仅加强了学生

对网络技术的应用，同时在搜寻与整理资源时亦展现了自身思政学习水

平及信息素养水平。教师应在讲解过后对学生的整体教学任务完成度进

行评价，针对其不足点给予建设性建议，并鼓励其在下次教学模式实行

时展现一定程度的水平提升。 

3 结论 

总的来说，在网络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的创新应围绕

各项网络技术及信息的应用。相关教师应优先了解网络信息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学的影响，进而通过应用多媒体技术促进网络信息的融入、应用

线上连线教学促进课堂师生互动、应用翻转课堂促进学生对网络技术的

掌握等途径，保证当前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质量，并由此有效引导学生

未来思想的正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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