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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让高职学生习惯于碎片化、互动化、生活化的方式习得知识，给高职思政教育提出了新挑战。新

媒体时代的高职思政教学需发展出应对性的新特点：在教学理念上具有沟通性、简约性、生活性特点；在教育内容上

具有准确性、生动性、时效性特点。各类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性使用为应对高职思政课堂教学新问题提供了方法途径，

为思政教学成果的课外深化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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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alters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bit of acquiring new information. Especially, students learn

knowledge with more interactive, segment, and casual way in New media era. This new situation requi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to be more simple, life-related and interacting with accurate, living and real-time content. Using new media is a effective way to

complete the challeng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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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进入了一

个新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获取信息

的途径与学习习惯都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些新特

征给高职的课堂思政教学提出了新挑战，给课外思

政教学提出了新可能。如何把握住这一时代的新特

征，改变教学策略以高效开展课堂教学，利用新媒

体技术以提升课外思政教育效果，成为当下高职思

政教学研究重大课题。本文首先简述了新媒体时代

下高职学生的新学习习惯及其与传统思政教学的失

配性；其次阐述了为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高职

思政日常教学策略的新要求；最后展望了利用各类

新媒体技术达成高职思政教学的新策略、深化课外

思政教育的创新途径。

一、新媒体时代给高职思政教学带来的
新挑战——新教学问题的产生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了其新兴的特点，

包括传播客体的主动性、传播形式的高效性、传播

主体的多样性等 [1]。作为伴随新媒体成长的一代，

当代高职学生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形成了信息获取和

知识学习的新模式。高职生所表现出的学习偏好给

当代高职思政教育提出了新课题。

（一）思政教学方式偏重单向传授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向的，往

往是以沟通的形式双向进行的。当代学生作为沉浸

于新媒体的一代，他们已习惯于这种沟通形式的信

息传播方式，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希望得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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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比如，在微信的使用中，学生会频繁地对朋友

圈的事件进行点赞与评论[2]；在微博的使用中，他

们积极参与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与讨论。甚至他们

常常以知识或信息贡献者的姿态参与到新媒体的信

息传播中。他们会对感兴趣的微博进行评论转发，

希望别人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得到他人的认同。这

种对互动性信息获取方式的偏好在高职生群体中尤

为突出。处于自我身份建立的关键阶段[3]的他们急

需得到他人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渴望可以通过

以上信息模式得到很大满足。因此，新媒体使高职

生对于信息的处理变得更加主动。他们希望以一个

平等对话者的身份来面对新的信息，而不是以一个

接受性的角色。

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往往以一种传授性的模式

进行知识和内容的传递。最常见的思政教学场景为

教师在教室内结合历史事件对课本中的知识点进行

讲解。这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教学明显与当代高职生

的认知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失配，使学生不能有效获

取老师所传达的信息，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中。另一

方面，传授式的课堂教学没有给高职学生充分发表

观点的机会，让他们失去了平等对话者的身份。这

种对话者身份的丧失会打击学生的身份自信，进而

使他们对思政教学，甚至是思政教学内容产生反感。

（二）思政教学文本过于冗长难懂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往往讲究效率，内容

常以碎片化形式出现。以微博为例，实时更新的信

息往往是 3～5 行的短文，最长也不会超过 2 千字

（受限于新媒体平台限制）。这种信息展现模式培养

了当代人利用短暂的时间获得零碎性信息的习惯。

这种习惯养成导致了很多认知问题 [4]，比如对长篇文

字阅读能力的丧失。新媒体时代下，这种长篇文本

材料的信息加工困难在高职学生身上表现的特别明

显。高职学生普遍存在浮躁心理，讲究实用，功利

性强的特点，他们大多缺乏良好的日常文本书籍阅

读的习惯，特别是习读长篇、深奥的文本信息的习

惯 [5]。因此，长篇文本材料阅读数量的稀少导致新媒

体时代的高职生几乎依赖于碎片化的方式进行文本

信息加工，导致了他们具有了很强的短片文字信息

获取能力及很弱的长篇文本材料信息加工能力。

回顾思政教学的文本教材，很多内容还是大篇

的理论和知识点的论述。这与高职生的阅读习惯，

甚至是阅读能力是不相符合的。面对冗长的思政课

本材料，学生很容易迷失在文本的信息中，失去文

本阅读的耐心与信心。这种对思政文本信息的加工

无能与低效，自然也造成了高职思政教学的低效能。

（三）思政教学内容显得陈旧乏味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个性化

特点。人们能使用新媒体终端搜寻自己感兴趣的资

讯，获取个体所需的内容。相关调查显示，当代大

学生（包括高职学生）日常会频繁使用新媒体，快

速获取与自己生活和兴趣相关的信息内容[6]。这种

新媒体的使用行为，如刷微博，培养了当代高职学

生的很强的信息选取能力。相对于其他人群，在校

高职生群体更容获得wifi、可携带上网设备等新媒

体使用设备条件及课间信息、午休等新媒体使用时

间条件。因此，他们使用新媒体更加便利与频繁，

更易养成屏蔽自己不够兴趣信息，专注自我关联信

息的习惯与能力。

课堂思政教学内容往往偏理论，常显得枯燥、

乏味，属于高职学生不感兴趣类信息。在实际教学

中，如果教师受限于课本，对偏理论的思政内容传

授不能很有效地联系到生活实际，激发高职学生的

兴趣点，那么，学生们很容易对思政教学内容产生

排斥感，把相关内容屏蔽在意识加工层面外，不会

真正习得相关的课程知识。

二、新媒体时代给高职思政教学提出的
新要求——新教学策略的提出

面对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教学挑战，高职思政教

育工作需紧跟时代步伐，研究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应

对策略。这一应对性的新思政教学策略包括了两个

要素：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

（一）发展性的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学创新的先导，是教育教学方案

制定的源头 [7]。在新媒体时代，教学理念应适用于

新的社会情况，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根据上

文所论述的新挑战，高职思政教学理念应包含以下

三个新特性：

1.平等对话

新的思政教学应以平等对话的姿态面对高职学

生。新媒体时代的高职学生已不再认同被动的信息

接受者的身份。他们希望以对话者的身份出现在新

知识面前。面对这一新情况，高职思政教学应更多

地适应这种教学需求，让学生更多地参与教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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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让他们积极发表自身的观点。具体来说，高职

思政教育工作者需改变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传授式

教学模式，多设想如何让学生能主动参与到课堂思

政教学的实施中。教师可利用新媒体（微博、微

信）易于实现的互动沟通的特点，自主性地创建师

生课堂互动的交流、沟通平台，与学生就一些观点

进行高效地交流反馈。

2.简约易懂

新的思政教学应注重简约性。新媒体时代下的

高职学生已习惯于短小的知识信息获取，对冗长的

信息可能已失去专注能力。教师应该认识到教育对

象的这一学习特点，不能以自己的认知偏好，系统

大段地传输知识体系；而应把知识变得简约、片段

化，开展细小的知识点模块化的教学。以“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堂教学为例，教师不能一

下子把剩余价值理论大体系抛给学生，而是应该就

“剩余价值m是什么”，“不变资本v是什么”等一个

个知识小点进行讲解。即以类似与微博一样的小块

知识点模式呈现，让高职学生更好地吸收相关知识

点，最后再有意识地把相关教学知识点串联起来。

3.结合生活

新的思政教学应注重生活性。在新媒体环境下

的高职学生不是对知识性信息不关注而只是关注于

自己感兴趣，生活化的东西 [6]。注重把教学内容与

学生生活相结合，把思政知识变成学生“好知”与

“乐知”的内容，无疑是推动思政教学的动力之

一。因此，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应持有把思政教学

内容变得生活化。比如，利用新媒体能提供很多实

时的、趣味的话题特点，把思政内容与这些时事话

题相关联，把抽象的知识生动化地传递给学生。这

既体现了思政教学内容的时代先进性特点，也让学

生更易于掌握相关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二）时代性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构成的基石 [7]。思政教学内容

的有效是达成高效课堂思政教学的前提。符合新媒

体时代高职学生知识偏好的教学内容能很好地提升

当代思政教学活动的效果。根据当代高职学生知识

偏好特点，高职思政教学内容应表现出以下三大

特点：

1.力求准确

新媒体时代的思政教学内容应具有准确性特

点。新媒体时代，学生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多渠道搜

索关联信息，验证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因为这种验

证信息的渠道可及性，高职学生常会对一些自认为

不可靠的信息进行怀疑，甚至对信息的发布者进行

怀疑。因此，如果思政知识内容不能被准确地表

达，高职学生会习惯性地对教师教授的思政知识进

行质疑，进而对教师产生怀疑。这种质疑无疑会影

响到思政课堂教学的效果。根据以上的推论，当代

高职思政教学内容表达需达到有理有据的事实表

述、详实的数据引用；无歧义的语言表达等具体要

求。这样才能让学生对老师更加信任，促进教学目

标的高效完成。

2.生动形象

新媒体时代的思政教学内容应具有生动性。如

前所述，高职学生对缺乏生活性的信息抱有自动化

的屏蔽加工特性。当下的思政教学内容如与学生生

活相脱离，缺乏生动性的特征，会使学生感到晦涩

难懂、枯燥乏味。在情感上和认知上，高职学生都

将对这些内容产生排斥感，进而屏蔽相关信息。因

此，高职思政教学内容应恰如其分得适应新媒体时

代学生的兴趣偏好，与学生的身边事、日常事相联

系，从而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3.注重时效

新媒体时代的思政教学内容应具有时效性。新

媒体时代是信息迭代快速的时代，人们不断暴露在

最新资讯下，身处于大量信息包围下的高职学生接

受着信息流的冲击，热衷于时效性的信息。比如，

他们习惯于在繁杂的“微博”信息流中使用“热

搜”来获取当下最流行的话题。如果，思政教学内

容缺乏时效性，学生会觉得这些内容陈旧，不乐于

接受这些思政观点。不但如此，思政教学内容的老

旧，会让学生觉得相关内容的过时。当这些观点与

流行观点发生冲突时，高职学生会接受流行观点，

进而可能会习得一些错误观点。相反，时效性的思

政教学内容能很好地对热门的错误观点进行反击，

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新媒体时代给高校思政教育提供的
新可能——创新平台的建立

新媒体使用给当代思政教学提出了新挑战。有

效使用新媒体也是解决这些挑战的关键。利用各类

新媒体平台，搭建高品质、时效性、互动性的立体

式思政教育体系，能达成以上新时代思政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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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也能扩展课堂外的思政教育活动。

（一）基于移动平台的思政教育资源库

思政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移动平台类教育

客户端，例如“超星学习通”、“雨课堂”等，将课

件、视频、学习任务、讨论话题等上传至网络，作为

思政教育内容的“信息池”；并且实时更新网站内

容，做到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简约性。这一云端

教育资源库能让高职学生快速搜索到自己需要的信

息，满足了新媒体时代学生运用“主动”模式获取信

息的习惯。另一方面，移动端上的思政教育资源库能

让学生更快地找到正确观点，与新媒体中的偏颇观点

进行对比，从而促进正确的思政信息的学习。

（二）基于微博平台的的思政教育信息流

微博平台的出现能让思政教育工作者更轻松地

实现把思政信息的高效传递。思政教师可以申请设

立专门化的微博账户，把新近的、与生活有关的思

政信息内容进行实时发布。并且，他们可以有效利

用微博的配图和表情生成等编辑功能把相关信息以

一种更活泼、更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呈现给学

生。因此，通过微博平台，教师能很好地让高职学

生暴露在思政教育信息流中，满足学生对信息及时

性的需求以及以碎片化获得知识的习惯。这一思政

教育手段不但能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化、也能扩

展课外思政内容的教育传播。

（三）基于短信平台的思政教育重点内容推送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被大量信息所围绕，常常

会迷失在信息流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会使

高职生忽略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会使他们暴露在

错误信息里，习得错误观点。因此，教师有必要把

重要且准确的信息突出而精准地传递给学生。通过

短信把重要信息点对点地传递给学生，一方面能使

重要信息能从庞大的信息流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

可使信息传递更具有针对性。比如，把有关高职生

就业的思政动态信息发给就业班的学生。

（四）基于微信平台的思政教育内容互动

如第一部分所述，新时代的高职学生在信息获

取中有很强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很大的体现就是

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以平等对话者的身份出现

在新信息面前。微信平台所提供的群组互动空间可

以很容易地实现互动平台建立的过程。教师可以建

立“课堂学习讨论”的微信群组，与同学们就思政

教学内容进行多人互动性交流探讨。这样的模式能

很好适应新媒体时代高职学生的身心特点，更好地

达成教育教学的目标。

总之，利用不同新媒体平台建立立体化的思政

教学途径是解决新媒体时代高职教学困境、扩展日

常高职思政教育的有效方式。

四、小结

新媒体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元素，改

变着人们的认知习惯。成长和沉浸于新媒体时代的

高职生，他们的学习模式展现出了新媒体时代的特

点，包括聚焦于兴趣点知识、主动性地获取知识、

碎片化地学习等。面对这些新情况，高职思政教学

有必要发展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新课堂教学策略，

如具有平等性、简约性、生活性等的新课堂教学理

念，具有准确性、生动性、时效性的课堂教学内

容。思政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效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

搭建出立体化的思政教学新渠道，以满足高职思政

教学的新时代要求，深化思政教育的日常化。总

之，新媒体时代给思政教育带来了新挑战，也给思

政教育带来了新机遇。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有必要

利用好新媒体这一新工具，实现思政教育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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