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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路径研究

杨楠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22

摘要：新媒体视域下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重点在于探索新媒体与

高职思政课之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对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相关概述研究，分

析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价值意蕴，进而提出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策略，以期为高

职院校培养高素质职业技能型人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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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述

1.1 新媒体

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媒体”在美国社

会开始流行，逐渐进入到全球各领域中。新媒

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以数字、网络

和通信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等多

种渠道，借助电脑、手机和 ipad 等多终端，

表 1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情况

为人们提供工作、学习、娱乐等信息和服

务的新手段和新形式的总称。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主要在时间、技术和传播速度上展现了

全新的发展优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2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

高职院校思政课课堂教学要适应时代发

展的需要，务必要进行适时的改革创新，充分

发挥新时代新媒体技术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独

特优势，做到高职院校自身特点与新媒体时代

的特点“双融合”，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提

高思政课的“抬头率”，保证高职院校思政课

的长久发展。

通过查阅辽宁省 30 所高职院校的官方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现，所有的高

职院校思政课都能够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其中 24 所高职院校在新媒

体背景下思政课的教学平台拓宽了更广泛的

范围，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起到了极大的助

推作用，其中 28 所高职院校在新媒体背景下

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展现了更丰富的内容，详见

表 1。

2 已有研究概述

2.1 关于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政课

改革路径方面

武冉（2023 年）认为，调整高职院校思

政课教学发展方向、实施教学改革已是当务之

急。依据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

新特征和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高职院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应转变教

新媒体下思政课

教学情况

查阅高

职院校

数

影响

数

占比数

思政课的教学平

台拓宽了更广泛

的范围

30 24 80%

思政课的教学内

容展现了更丰富

的内容

30 28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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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善思政教学评

价体系，加强思政教师媒介素养培训，并将思

政课堂与网络、实践相结合
[1]
。周金凤（2022

年）认为，积极发挥问题导向价值，分别从搭

建新媒体教育平台、整合新媒体教育资源、提

升教师媒介应用能力、引导学生开展自我教育

四个不同的方面，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

政教育创新改革策略进行了详细介绍
[2]
。

2.2 关于新媒体时代高职思政课教学模

式实践探索方面

王艳丽，张娜（2022 年）认为，新媒体

时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新媒体时期学生获

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而且也更容易受到各

种网络信息的影响，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

程教师来说，需要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认识

到新媒体时代对思想政治课程带来的挑战，并

积极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促进思想政治课程

朝向更宽更深的方向发展
[3]
。赵丽霞（2021 年）

认为，高职思政教育急需展开科学化、体系化、

全面化的改革，在理念上去糟取精，在模式上

创优创新，才能满足时代发展要求
[4]
。

2.3 关于新媒体与高职院校思政课融合

方面

胡柏，聂媛媛（2023 年）认为，运用新

媒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前置性学习、丰富思

想政治理论课接受学习的形式、构建学习-评

价-监督的过程化考核体系等，打造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和新媒体“融合共生”

的新型教学体系，助力培养符合高质量发展需

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5]
。张丹（2022 年）

认为，高职院校思政课必须因势而新，充分利

用新媒体的手段、内容和方式来提升课程的亲

和力。这既是顺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需要，

也是丰富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吸引学生

回归课堂的重要体现
[6]
。

3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面临困境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依然面临着诸多相互关联的困境，主要体现在

学生层面、教师层面、思政课建设层面和网络

教育载体层面上，详见图 1。

图 1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面临的困境层面

3.1 学生层面

新媒体具有较强的“两面性”特点，一方

面在新媒体背景下，信息的存储量极为丰富，

打破了原有知识领域的壁垒，知识边界模糊化，

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如果想要获取知识，只需要

打开互联网便可以搜索到海量的知识，不仅让

学生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开阔了学生眼界、

拓宽了学生思维。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开放

性，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接收和发布信息，

造成了信息并未经过滤和筛选就传播到了网

络，而这其中便会有偏激和狭隘的观点。高职

院校大学生在面对这样的信息时，无法正确的

判断信息的真伪性，极有可能导致学生的价值

观受到影响，对正确的“三观”认识产生怀疑，

失去基本的理想信念。

3.2 教师层面

一些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在媒介素养和

信息化技能上缺少正规的专业训练，特别对于

一些已经长时间从事思政课教学的年长教师

而言，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授课模式，

在电子信息获取和新设备的学习使用上困难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Cw2BBAOK4tjZJqwmXCOKjS6N0kCkkVsgHwDqem0KFx1Xv7pFNDfOwXySrHYsPF69OZSqrUhpZTeV8Fb154T8LY7dnHnb8kfrwoCESkKbnj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Cw2BBAOK4tjZJqwmXCOKjS6N0kCkkVsgtRkE3ApkuPIAhMRvf76T4ns6cjYU1aB0EoFw44z8RpVqefXvnch3QRDQb3Q7rPJaYIoNevrTRcg=&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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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有些甚至不愿意学习，这就使得高职院

校的思政课教学只是利用新媒体设备将原有

的黑板教学转变成电子课件教学。而对于青年

思政课教师，虽然他们在新媒体的接受和学习

使用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但受专业和个

人信息化水平不足的限制，依然没有达到最佳

的理想效果，出现思政课教师队伍整体的媒介

素养和信息化水平不高的问题。

3.3 思政课建设层面

高职院校思政课在大学阶段占据重要的

地位，但相对于专业课而言，仍然存在着评估

和考核不够全面的问题。高职院校所培养的是

应用技能型人才，而思政课的建设与专业课的

建设相比稍稍会滞后些，个别高职院校思政课

课时量严重不足，个别科目的考核方式也仅仅

是通过开卷的方式完成，考核内容和考核过程

创新度不够，加之有些高职院校只注重眼前的

短期效果，对于学生未来的长远发展关注度明

显不足，部分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方式依然

以课堂教学为主，对于学生的价值观引领和思

维能力的培养尚且不够。

3.4 网络教育载体层面

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时所运用的网络教育载体受到人力及专业

信息化人才欠缺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滞后于

学生的现象，所呈现的内容有可能不如学生在

自主学习中接受到的新媒体载体耐人寻味，不

能实现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教育目标。同时，

学生一旦接触到负面的信息且不能正确客观

的判断，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思政课的效果大

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教师依然采

用“一言堂”，不与学生在网络教育中进行沟

通互动，这样的思政课本身便是索然无味的，

更别提实现培育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型人才目

标。

4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的价值意蕴

通过对“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

革创新”开展研究，形成“三力”，有力增强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引力”，突出高职学

生学习思政课的“动力”，形成高职融洽师生

关系的“活力”，“三力齐发”，深化思政课

教师对于新媒体的认识，将高职院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详见图2。

图 2 “三力齐发”——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

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价值意蕴

4.1 增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引力”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薄弱的

共性，缺少思政课所需要的前期知识和背景了

解，加之思政课自身的特点，其内容多涉及到

抽象的概念和原理等，单靠语言表述难以调动

学生学习的兴趣，难以帮助学生掌握思政课的

相关知识点。新媒体时代下思政课的改革创新，

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到思政课课堂中，通过信息

化平台和技术手段创设教学情境，以新颖独特

的形式展现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能够极大地调

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教

学“引力”。

4.2 突出高职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动力”

以往的思政课多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

“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教师讲得卖力十足，

而学生却不买账，昏昏欲睡、看手机等现象多

有发生，甚至个别学生还会逃课。在新媒体背

景下，网络融入到思政课的教学中，成为不可

或缺的辅助性教学手段，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

可以通过学习平台创设情境，与学生在网络平

台上进行互动，运用多种形式的网络平台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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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下实施分组教学、弹幕、点赞等，让教学

不再是思政教师一个人的舞台，转变为全员参

与、全员互动，让学生由被动的学转变为主动

的学，突出高职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动力”。

4.3 形成高职融洽师生关系的“活力”

新媒体出现在思政课的教学中，打破了原

有思政课的教室学习空间，思政课教师可以通

过微信、微博、短视频、学习平台等与学生随

时进行交流，开展微话题的讨论，教师可以及

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这些措施能够

有效拉进思政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了解

学生所思所想，让教学更具有针对性，让学生

愿意学习思政课，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新媒

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为形成

高职院校融洽师生关系提供了新鲜“活力”。

5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策略

5.1 构建高职院校思政课新媒体教学平台

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建立专属的网络教学

平台，如在线课程、微课程、大规模开放在线

课程（MOOCs）等，以便学生能够灵活安排学

习时间。社交媒体互动，通过微博、微信、QQ

等社交平台，建立班级群组，促进师生互动，

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分享学习心得。多媒体资

源库，通过整合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资

源，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5.2 创新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与实践

创新高职院校思政课新媒体案例教学方

法，结合新媒体热点事件，选取贴近学生生活

的案例进行教学，增强思政课的现实关联性。

创新高职院校思政课翻转课堂，鼓励学生在课

前通过新媒体平台自主学习，课堂上进行讨论、

答疑，提高课堂效率。创新高职院校思政课项

目式学习方法，设计与新媒体相关的项目任务，

如制作微电影、撰写公众号文章等，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和体验。

5.3 强化高职院校高素质思政课师资建设

通过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开展新媒体

技能培训，定期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提供新

媒体技术培训，提升其运用新媒体进行教学的

能力。更新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教学理念，引

导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不断更新教学理念，鼓

励其进行创新思维，将新媒体技术与思政课教

学相结合。实施教学团队协作，建立跨学科的

教学团队，促进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共同开发新媒体教学资源。

5.4 优化高职院校思政课新媒体课程内容

在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授课内容中有机融

入时代主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等时代主题融入课程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时更新知识点和相关内容的教学案例，反映

新媒体时代的新现象、新问题，使课程内容与

时俱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进行跨学科融合，

将思政课与专业课程相结合，通过新媒体技术

展示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知识的综合

运用。

5.5 加强高职院校思政课评价与反馈机制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要实

施多元化评价，建立包括自我评价、同伴评价、

教师评价在内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学

生的学习效果。同时进行实时反馈，利用新媒

体平台进行实时反馈，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新媒体平台，定期对高

职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根据反馈

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通过上述策略的有效实施，高职院校思政

课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改革与创新，更好

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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