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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应用: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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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能手机诞生后，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作者

认为应该从培养教育队伍，构建教育模式，结合其他教育形式三个层面出发，利用全新校园软件、加强手机外教育引导、
家校合作、打造行为教育、新生入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等方法，利用手机应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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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互联网已经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智能手机的诞生和广泛利用，更

是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作为易

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学生群体来说，智能手机对他

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意识到了新媒

体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还缺乏

系统的有效的利用，而且欠缺对教育对象的深入调

查，导致教育缺乏针对性。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手机

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育的时效

性，已经成为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亟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智能手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影响

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使得

互联网渗透进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智能手机的便携性、自由性、多功能、多信息的特

点使其受到大学生群体的追捧，现在校园里几乎人

人拥有智能手机，人人都有几种手机软件应用，智能

手机越来越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生活中

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智能手机的这种广泛的覆盖

性对大学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

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一面在于，智能手机

随时随地的移动上网功能既增加了日常沟通交流的

信息，又极大的提高了大学生平时生活节奏和学习

效率。而且，网络的高信息量也可以使学生拓展自

己的知识面，挖掘不同的学习渠道，例如目前许多视

频网站都开设了“网络公开课”的板块，利用智能手

机，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国内外许多著名高校

老师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授课视频。但是，我们

也不能回避它存在的负面影响，智能手机强大的娱

乐游戏功能让大学生也成为“低头族”的一员，过分

的沉溺容易给正常的大学课堂学习、日常交流带来

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自制力不强的同学而言，是一

大隐患。

二、大学生对手机应用的关注层面分析

手机应用简称手机 App，是指基于智能手机操

作系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它可由智能手机使用者

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通过应用商店选择应用程

序，并进行方便的安装和卸载。目前，在智能手机平

台上的各种手机应用软件种类很多，几乎涵盖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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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社交、购物、阅读、地图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领

域，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大学生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领

域，他们也因此成为使用这些应用比较活跃的群体。
为了更好了解大学生手机应用的关注层面，积

极利用手机应用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利用

学校校园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创业团队组织了一次问

卷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共发出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90 份，本次调查对象为山东省部分高校本科在

校生，抽样置信度高达 99%。
( 1) 接受调查同学 93%使用智能手机。
( 2) 对不同类型软件的兴趣如下图。

( 3) 根据问卷显示，影响同学们对软件使用积

极性的最重要因素是更新速度慢和软件自身问题，

分别占 29%和 40%。
( 4) 据调查，大部分同学通过 QQ 与老师交流，

详细结果如下。

( 5) 在接受调查的同学中，56% 同学是通过班

长通知来获得关于学习或生活的最新通知，另有

26%通过朋友或同学口头传达的方式获得最新消

息。
( 6) 问卷调查显示，61． 6% 的学生经常浏览百

度贴吧或相似论坛，学生的自我表达欲望比较强烈，

论坛是学生比较青睐的手机应用环节。
( 7) 学习资料是大学生学习考试必不可少的复

习工具，针对学习资料的问题得到结果是: 28． 5% 同

学学习资料来源是老师发放，29． 3% 同学学习资料

来源为同学分享，调查人数中 89% 同学都愿意将学

习资料共享。
( 8) 在接受调查的同学中，83% 同学对校园软

件感兴趣，70%同学所在学校没有校园软件，剩余同

学所在学校的校园软件也由于更新速度慢、内容枯

燥乏味等缺点导致很少有同学使用。
( 9) 对于校园软件的内容，同学们的需求也是

大致相似( 本题为多选) 。

由表格分析，同学们对二手市场非常感兴趣。

三、利用手机应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

效性的措施

( 一) 培养适应新形势、掌握新技术的教育队伍

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网络思政队伍是新形势下增

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关键环节。
首先，这支队伍要了解网络发展的特点特性，能

够高效的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合理高效的发挥网络

作用。其次，从事网络思政工作的工作者要有一定

的敏感性，通过建设有导向性的网络平台发挥思政

工作的引导作用。
( 二) 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教育模式

1． 现有手机应用软件的利用

就现有手机应用软件而言，有如下分类，一是交

流类应用，如人人网、QQ、微博、微信等，一是游戏类

应用，如网络游戏，一是拍摄视频播放类应用。有了

这些手机应用平台后，聊天、刷空间、微博、看电影这

些原本需要打开电脑，坐在椅子上完成的事情，现在

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这也是大学生“低头族”出现

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手机应用，筛选和

分享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内容，将教育渗透进日常

大学生生活学习当中。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利用手机

发发通知这些简单的信息交流上。当前，网络资源

的极大丰富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时常关注学生

关心的事情和信息，及时地进行网络资源优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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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醒和引导学生关注具有教育意义的信息，密切

关注信息的丰富性、权威性、及时性，以丰富的形式

和创新的手段吸引学生，以便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

作用。
其次，设立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利用一些学

生组织开展一些话题讨论，或将自己的感悟等在同

学们当中发布，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真正地去走

近学生，了解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师生感情的疏离以

及交流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并且能够潜移默化地影

响和感染学生。
此外，智能手机的多媒体特性 ( 文字、画面、声

音) 交流是多种感官同时感知的一种交流方式，教

育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感官感知的接受方式，信息传

达的时效性、连续性、多样性胜于其他各种传统媒

介，使得思想教育更具有感染力。
2． 全新的校园软件的开发和利用

目前智能手机应用的开发多以娱乐性消遣性为

目标，通过对学生关注度调查也发现，学生对手机应

用要求还是有很多目前存在之外的需求的，高校要

利用现有手机应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有一定的

局限的。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90% 同学对校园

软件感兴趣，76%同学所在学校没有校园软件，剩余

同学所在学校的校园软件也由于更新速度慢、内容

枯燥乏味等缺点导致很少有同学使用。这使得开发

一款有效率、很有趣的校园软件非常有必要。因此，

具有可读性、互动性、新颖性，且分类详细、内容丰

富、满足学生学习生活需求的手机应用软件，能够更

好地增强教育的效果。校园软件可以包含学校课程

安排等教务信息管理、就业信息发布、二手市场、失
物招领、移动图书馆、移动交流平台、心灵咨询室等

多个板块，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校园信息与资

讯，并成为交流互动的新平台，最终成为大家的新习

惯媒体，必然能够提高手机应用作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载体的信息传递效率，具有其他载体所无法

比拟的优越性。
3． 加强手机外教育引导

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加强手机外、线
下教育，避免出现“手机依赖症”、“低头族”的现象，

引导学生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譬如，开设一些相

关的讲座、主题教育活动等，让大家学会正确健康的

使用手机。同时，学校可以适时地进行一些心理健

康教育或心理咨询，帮助“手机依赖症”者调整好他

们的心态，学会从手机中释放出来，养成健康的生活

学习交流习惯。

( 三) 注 重 手 机 应 用 与 其 他 教 育 形 式 的 有 机

结合

1． 家校合作教育模式

在实地家访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家庭教育对孩子

的影响很大，有时候比学校教育所占的比重要大得

多，而家长一般在孩子上大学之后对孩子的管教相

对放松，许多学生刚进大学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功利

性的求学态度、较之中学而言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
家长过分宽容的家教环境，使得现在大学生适应期

越来越长，甚至出现成长的真空地带。智能手机的

出现使得老师和学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上也可以随

时随地的进行双向互动交流，充分利用手机应用，建

立与家长方便快捷的沟通平台，并形成一套系统的

家校合作教育的模式，将会极大的拓宽思想政治教

育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2． 打造行为教育、新生入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智能手机的发展，让我们不能忽视其种种负面

影响，我们在充分利用它的同时，必须构建配套的教

育模式，引 导 学 生 正 确、科 学、合 理、健 康 地 使 用

手机。
首先，以新生教育为基础，明确手机使用的规

范。高校应该尽快明确学校内部的手机使用管理规

定，并且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增加手机使用教育，让学

生在入学之初就形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
其次，以行为教育为支撑，确保手机使用良好习

惯的养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离不开行为教

育的辅助，但是，多年来，高校对大学生行为规范、道
德品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依然存在很大的疏漏，仅

仅通过一门思想道德品质课程或者简单的行为规范

约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新媒体发展突飞

猛进的今天，这样的教育环境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时

效性大大降低。一个良好的习惯会影响一个人一生

的命运，其实学生时期是养成好习惯的黄金时期，应

该充分利用新的媒介和平台，打造新的教育形式和

内容，强化行为教育的内涵。
最后，以心理健康教育为辅助，适时预防学生的

“手机依赖症”。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依赖也基本可

以归结为三种类型: 一是通过手机上网了解社会信

息，二是通过手机通讯、3G 网络进行沟通、寻求指

引，三是通过手机互动游戏、网络服务 ( 网络小说、
社交网站、视频等) 达成个人的情绪满足，如逃避、
娱乐或消遣。在智能手机如此发展迅速的今天，在

还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约束能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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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校的学生极容易对这一新生事物产生依赖，影

响课堂教育的接受从而影响学业，产生现实交际障

碍，出现那种网上很活跃，网下难开口的情况，形成

不良习惯，漠视真实情感和道德规范，长此以往必然

会影响身心健康。因此，定期开展关于手机应用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设心理健康咨询室，可以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及时的帮助学生预防和改

变手机依赖的不良习惯。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一是指及时、适

时，二是指成效，在新媒体技术日益发展、并且广泛

深入高校学生群体中的今天，充分利用手机应用这

一资源和平台，及时准确的进行引导，以达到教育的

目的，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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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he new carrier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Jia Defang，Li Xiaowei，Qin Guangjiu

(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250101 )

Abstract: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after the birth，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unprecedented influences col-
lege students，br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should develop the education team，establishing educational mode，combined with other forms of
Education，and useing the new campus software，strengthening education guide mobile phone，home school coopera-
tion，create behavior education，school education，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s the educational model
method，using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imeli-
ness．

Key words: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im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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