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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

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如何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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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是在 20 世纪发生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对经

济、政治、法律、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互联网在

社会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长足的发展，它在迅速

改变我们生活面貌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身

处网络时代，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一直

在思考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我们

必须对高校思想政治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

手段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才

能与网络时代的主旋律合拍。本文拟结合网络时代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改革与创新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网络时代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

来机遇

首先，网络时代引起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使得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出现新变化。网络时代，知识首先表现为

各种各样的信息，因此培养大学生的信息能力成为核心，信息

的获取、加工、处理、应用等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传统社会，

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主要是老师和教科书，形成了教师主动

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格局。网络时代，学生

知识来源多样化，网络为学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学

生可以完全自主地利用网络提供信息资源建构知识体系，学

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习方式和内容的主动选择和建

构者。网络兼容并包，学生在网络上可能学到许多连老师都

不知道的东西，从而对老师的信任和尊重下降。教师不再是

高高在上、实行灌输的思想权威，而是网络控制中的“程序

员”，他们制造、传播、监控网络信息，兼有信息传播者和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双重身份。网络中的教育主体不仅相互之

间的地位平等，他们和受教育者处在教与学互为一体的位置

上，变“灌输”、“说服”为“选择”、“引导”。这就使得教育更具

有亲和力，也更具有取得实际效果的魅力。

其次，网络时代大学教育内容的更新与教育形式的变化

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教育内容从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变为动态，从现时空趋向超

时空。教育形式由简单片面走向丰富全面，由被动机械走向

主动选择，由呆板抽象走向形象直观，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与想象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参

与性。网络传递速度极快，人们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

各地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大事，教育内容的

更新速度加快。所有这一切都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死板机

械，教与学不可分割，时空不能分离等弊端。网络上的信息每

个人均可拥有，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而且可能在网

络中占有市场，可能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能通过虚

拟提供思想方面的服务，从而大大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空间。借助迅速扩散的信息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范围

大、幅射面广、冲击力强、受教育的对象非常广泛。高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要想占领网络市场必须使自己的内容更为丰富深

刻，形式更加形象、生动、多样化、趣味化，这对于改革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一个机遇。

最后，网络时代引起大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使得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以掌握知识

为目的的“维护性学习”，学生被置于接受知识的地位，不利于

学生个性思维的发挥，创新精神易遭排斥和扼杀。网络时代

打破了学生单向获取知识的渠道。网络的开放性特点，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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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社会中人们的高度自由；网络的数字化特点，使人们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网络的虚拟化特点，让人们体验到了

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新境界，网络的交换式沟通吸引学生由传

统的被动式接受“灌输”教育转为主动地参与思想交流，赞成

什么、反对什么，均可在网上袒露无疑，这使得思政工作者能

够获得真实的思想信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开展

都具有一定意义。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和享有者是

匿名的，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易被学生接受。

思政教育者可以从网上获得真实的思想信息，从而有针对性

地在网上发布正确的思想信息，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时代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

来的挑战

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网络恰如一把双刃剑，它

在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创新机遇的同时，也给高校

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网络信息内容的多元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主

导性产生冲突。西方网络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得国内舆论导

向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加大，从而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

威胁。网络的开放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信息量，这对于

思想活跃，人生观与价值观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

一种考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与技术的优势，一方面

占有了大量信息，并在信息的对外输出中夹带着许多宣传其

政治与文化的信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充分利用其掌

握的信息传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极力向我国传输西方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另一方面，西方发达

国家对网络高技术占有垄断地位。近年来我国的网络技术虽

有很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量少、规模小、信息更新速

度慢、访问次数少、影响力较小。互联网已大大突破党和政府

对媒体的控制范围，扩大了受众接收信息的自主权，拓展了受

众发布信息的能力。据统计资料显示，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

不足总量的 !"，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垄断和舆论垄

断很有可能造成学生民族意识弱化和思想混乱的状况。这就

给舆论导向的调控带来很大困难，给正确的舆论导向造成相

当大的冲击。

第二，网络成员沟通的交互性与现有教育方法单向性的

矛盾，网络发展形式的创新性与现有教育模式的滞后性的矛

盾更加突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

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首先，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处于知识和经验的优势地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易树

立权威，得到尊重，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而在网

络时代，教育者的信息优势、技术优势部分丧失，尤其是年龄

较大的教育者处于“老向少学习”的尴尬境地。其次，网上信

息异常庞杂，“淹没”了思想政治信息，学生自主选择而非被动

接受灌输。过度膨胀的信息一方面扩大了学生选择的范围，

另一方面又极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思想政治教育者传达给

学生的信息被学生选择和接受的机率大大减小，从而使得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再次，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灌输方式和面对面的方式。而在

网络时代，网络所营造的虚拟现实，使面对面的教育方式成为

不可能。最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传播网，垄断着

国际新闻发布渠道和几乎整个世界舆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地对外进行政治与文化渗透。以上种种均使得传统的思政教

育在教育观念、内容和方法上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三，网络信息传递的高速性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者的素质提出挑战。目前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严

重不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

战，说到底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挑战。网络信息的

共享性和庞杂的信息量，使得大学生们通过网络就可能了解

整个世界。对拥有如此多信息的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具有更高的知识、

更高的素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果不能适应网络教育的

需要，就只能被淘汰。

三、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

学生是上网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这个以自由、

平等为理念，共享性强、传递迅捷的特殊交互空间中，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信念不去占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必会乘虚而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摒弃旧的观念，建立新的教育

理念。一是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赋予开拓创新精

神。二是要有新的工作思路。善于运用网络做好典型宣传、

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开展有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三是

在思想观念上要牢牢把握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对网络教育的指导地位。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快、影响大、

覆盖广，如果我们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网络

教育阵地，任凭各种错误思潮、观点、言论在网上自由泛滥，必

将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重危害。应顺应时代要求，

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全国高校思想教育网

络系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动权。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

在计算机网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其

一，多媒体技术使教育内容的形态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

态变为动态，从现实时空趋向超时空；其二，因网络的超信息

量和信息的固有本质，教育内容变得丰富而全面，并且具有客

观性和可选择性；其三，具有极高的文化与科技含量，教育内

容的政治性本质隐含在历史文化知识和现代科技信息之中。

因而，社会主义主旋律、集体主义价值观、爱国主义的主题这

些政治性内容，可能由多媒体技术集声、色、光、画等多种现代

手段而演绎，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情趣，化不解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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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四，计算机网络也不可避免会有过滤不了的负面教育

信息。因此我们必须实现教育内容的创新，当前应着重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建立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开辟

网络阵地。某些网站受经济利益驱动，商业味过浓，没有完全

发挥“教化”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开辟更多的针对青年学

生的健康有益、有吸引力的网站，可以以校园网络作为主要阵

地。同时要规范、激励网上出版社，使其多出精品。二是要开

设网上论坛。通过电子邮件让青年学生就普遍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譬如可就如何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进行

自由讨论；利用网络超时空特点，创造平等、信任的情境进行

正确引导，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

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三是要建立心理咨询网站。青年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网络引起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网络具有

超时空、迅速的特点，因此这种心理咨询安全便捷，利于青年

学生打开心扉；网络的交互功能有利于双向沟通，能够取得较

好的效果。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要作如下创新：其一，不

使用传统的“灌输”方法，因为在网络中不可能对网民进行面

对面强制性的信息灌输；其二，借助多媒体计算机的一切手

段，向网民提供信息，并引导网民正确选择思想信息；其三，将

传统的思想教育方法现代化，在计算机网络中，为思想政治教

育所使用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穿上现代科技的

外衣。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的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要走专家化的道路。要大力鼓励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走专家化的道路，引导他们要认清信息

时代，只有成长为一名专家，才能胜任日益繁重、复杂、艰巨、

高标准的德育理论研究和日常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者要成为心理的专家、网络专家、思想政治教育专家，成为马

列主义理论的专家。只有组建成一支专家型的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会掸掉一身的灰尘，提

升行业层次，赶上时代步伐，取得真真正正、扎扎实实的效果。

走专家化道路，首先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培训力度，优

化干部队伍；其次是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组建德育专家队

伍；再次是强化德育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危机意识、

时代意识，使我们的队伍具有现代化意识。最后，以上设想的

实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关键。要制订整体规划，投入专

项资金，积极推动落实。几个方面密切结合，专家化的道路不

难实现。

Webtime and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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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rriving of the web time ，network exercises an increasingIy infIuence on peopIe’s ideoIogy. It is a rare opportunity，at the
same time，a severe test，for ideoIogy and poIitics education. How to use the network to carry out ideoIogy and poIitics education becomes a new
subject for educ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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