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8 － 3 － 30
课题项目: 本文系 2017 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研究成果 ( 项目编号:

17CHLJ15) 。
作者简介: 丁爱国( 1967—) ，男，山东莘县人，讲师，研究方向: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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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的到来，并逐渐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当代大学生

的日常活动与学习生活中几乎都有互联网的身影。而互联网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同样也影响了我国教育方式的选

择，尤其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互联网的融入与其说是机遇更不如说是一种挑战。在这样的新时期，传统的大学生

思想教育的弊端也是日益突出，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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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进入了空前的互联网发展繁荣

期，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无限的潜能。截止到

2017 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55． 8%，青少年更是占

了其中的一大半，正是这样的环境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群体对于互联网的运用更加的频繁，甚至出现部分网络依赖症

现象。而高等院校作为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场所，各方面的教

育必然会受到互联网的渗透，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影响。因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的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生了变化，众多不可控制的网络因素使

教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也因

此显得格外重要。
一、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 一) 大学生三观价值体现

在大学期间，学生的三观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形成的观念容易在学生心理定型，三观也因此而建立起来。但

实际上，大学生由于自身经历有限，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的认识尚为浅薄，观念极其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并且发

生改变。互联网在人们生活的介入使得传统观点逐渐被摒弃，

崇洋媚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大学生的思想也慢慢发生改

变。在这样多元化和开放化信息环境的影响之下，容易造成大

学生三观的冲突与失范。由于信息交换自由与自媒体盛行，大

学生实际的生活空间与方向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再加上他们并

没有专业人群进行矫正与监督，在辨别真伪与善恶方面也开始

变得模糊。网络的虚拟性与开放性使得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慢

慢腐蚀大学生的思想，如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

都会对大学生的思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 二) 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与法律意识受到考验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匿名性，这既是互联网的一大

优势同时也是其缺陷所在。与传统的道德规范相比，互联网的

匿名性大大降低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大众会通过利用互联网

这一特点巧妙地躲过舆论，对自己形成一种保护，使得自我传

播的信息能够脱离政府与学校等权威控制。长期受此类信息

的影响，部分自律意识较差的学生也学会通过网络放纵自己，

甚至发布一些中伤他人的言语，在网络上发布一些不良信息来

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这种道德约束力的放松会使得他们产生

短时间的快感，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丧失道德约束与

法律意识。
( 三) 大学生学习态度偏颇

大学是国家宝贵人才的培育基地，是祖国和民族未来希望

的发源地。在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多大学生都能够清楚地

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德、智、体、美、劳对未来发展的重要

之处，他们也都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我国意识教育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很多学生已经逐渐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

对他们发展的作用，然而还是有部分学生只是将思想政治教育

当作一门为国家灌输教育意识的课程，而它的作用只是为了像

新闻媒体一样进行宣传。这种现象就足以说明高校大学生并

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当做提升自我锻炼自我的途径，而对思想

政治教育理解的太过片面化、单一化。
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 一) 转变教育观念，优化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及价值观。而在传统的教学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偏向于对书本

知识的讲解，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一味的吸收老师授

课时所传授的知识点，没有学生个人发展的平台和机会，难以

实现我国思政课的真正目的。因此，高校应当转变教学观念，

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此同时，教师还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转变，不仅要将书本上的知

识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学生，更要通过情境及游戏和小组合作等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中的价值观念传递到学生心中，通过

各种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 二) 善于利用网络文化

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高校辅导员应当紧跟时代步伐，通

过网络文化的合理应用来突破传统的教育法。网络是辅导员

和学生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辅导员可以根据网络在第一时间

了解到学生的最新动向，并且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与多个

学生同时进行交流。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教育所体现出来的效

率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时，教师在与学生进行网上互动过程

中，到上于观察学生的言语特点，帮助学生正确解读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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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不是随大流。因为在杂乱而大量的信息中，部分学生

难以分辨信息真假及价值高低，这就需要辅导员充分发挥网络

文化的重要作用，实时判断和分析时政，将学生的视线从各种

不良信息中转移回来，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 三) 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成长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由局部到全

面的一系列过程，他们应当有着接受和把握自我教育的方向能

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求老师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教育来使大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接受并且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保自我教育不偏离党的正确方向。学

校应当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构建更多的展示平台，充分表现我国

先进思想的优势，逐渐为大学生渗透自我教育，学会自我认识，

自我体验并且能够通过自我教育辨别社会的各种思潮，这才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高度。
( 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增加德育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新型思想逐渐涌入到中国，

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在不良思想

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不良的行为习惯，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全面发

展。面对此种情况，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就需

要增加德育教育，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教师需

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加强学

生道德教育，让大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

思想教育，帮助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高校学生对学

习的积极性低，在此种情况下，教师要想保证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中顺利融入德育知识，就需要根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学

生组织一些活动，在活动中融入一些国家时事政治、道德知识

等方面内容，从而让学生在活动中可以提高道德意识、爱国精

神。最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实践体验，让学生到敬老院、
孤儿院进行参观，让学生在参观中体会到人生存在的意义，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的目标。
三、高职院校增强青年团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完善，各种新媒体也逐渐出现

在人们的生活中。网络平台资源丰富，信息及时，平台开放，空

间虚拟等特点，都深深地吸引了大学生，也正是因为各种多媒

体的流行，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表达言语，进行交流，因为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更加准确生动的表达自我思想，而且快捷便

利。渐渐地，互联网成了大多数大学生交往的平台，各种网络

资源使得大学生对于此类多媒体方式的屈指若鹜，很大程度上

加强了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因此而言，网络文化的兴起和

发展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大学生是我国创新创业发展的主力军，对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在此种情况下，高校要想保证教学质量，就需要加强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让其在学习中、生活中都能努力学习，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从而实现全面发展。高校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代

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每一次历史革命都与广大青年

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正是有着广大青年的支持，才使得我国有

了今天骄傲的成绩，所以高校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

顺应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对高校的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四、总结

总而言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高校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高校需要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主的原

则，尊重学生的意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一些国家时事政

治知识，提高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从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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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DING Ai － guo，YU Zhi － yun，HAO Yun － yun，XU Li － xian
(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1，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every corner of peoples liv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daily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live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e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has also affected the choice of educational methods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is more a challenge than an opportuni-
ty． In this new era，the drawbacks of tradi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are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teaching reform is imperative．
Key words: the Internet a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nov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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