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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互联网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互联网的使用使得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与此

同时人类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互联网+”教育应运而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培养高素质
人才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高校思政课程，既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需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
要求、也是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将“互联网+”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相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能够实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进一步革新。

刘利、潘黔玲所著的《互联网+视域下的思政课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一书总共包括八个章节，在第一章节
当中，作者主要介绍了“互联网+”教育，作者分别从起源、内涵以及特征三个方面对“互联网+”教育进行了阐述，相
比于传统教育“互联网+”教育资源共享程度更高一些，没有地区没有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到新知识，
“互联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知识壁垒，实现了更广泛的知识的分享，进一步提高了知识传播效率。与传统教育
相比，“互联网+”教育交互性更强，师生可以更加真实自由地交流想法、交流意见。另外，与传统教育相比，“互联网
+”教育的个性化更强，运用互联网可以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运用大数据分析以及信息分析处理技术来进一
步掌握学生们学习习惯，进而为学生们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程度更高的课程；本书的第二章节是针对思政课
程重要性以及思政课程功能的介绍，在这一章节的内容当中，作者首先对思政课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
进一步介绍了思政课程的重要性。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针对高校学生开展思政教
育能够提高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同时思政教育的开展，对于学生们科技文化素养的提高来说，也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大学生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建设者，同样也是各种外来势力以及意识形态竞相争取的
对象，只有加强针对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实现人才强国，才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章主要研究了“互联网+”视域下思政课教育教学原则和理念，首先，思政课教育教学应当遵循主体性原
则，在“互联网+”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过程当中，应当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教学主体性。其次，“互联网+”思政课
教育教学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要以发展性的眼光对网络的发展以及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发展进行预判。最后，应
当具备实践性原则，在思政教学过程当中，应当不断拓宽教学途径，讲思政，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本书的
第四章节，作者主要介绍了“互联网+”背景下思政课教育教学的主要模式以及思政课教学方法，对于新时代思政
课教育教学来说，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第五章节主要是针对思政课教室空间的分析与介绍，在这一部分当中，作
者主要介绍了空间的设计方法，以及思政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室空间的应用方法；在本书的最后三个章节当中，作者
分别从考试方法、教学评价体系改革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人手对思政教育教学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思政课
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以及人才体系的创新方法。

在书中，作者对“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互联
网+”视域下思政课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开始之前，教师们应当收集整理多种多样的课程资源，运用这些课程资
源来进行网络课程的设计，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在教学开始之前，教师可以将课程的教学内容
以及教学计划发布于网络教学平台当中，便于学生进行课前准备以及课前学习。在课堂教学当中，教师们应当给
予学生更多的发言的机会，积极听取尊重学生的意见，并及时的给予学生鼓励。针对重难点内容，教师可以采取线
下课程与网络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充分刺激学生们的感官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总体来看，全书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语言精炼，且本书在进行知识讲解时应用了大量的图表，这使得知识的讲
解更为清晰准确，易于理解。在书本编写过程当中，作者以“互联网+”这一背景为基石，介绍了新时代高校思政教
育教学方法，并介绍了“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对于“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的开展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陈明竹，南通大学)

科研管理
(1980年创刊，月刊，公开发行)

2022年8月20日 第43卷第8期

Science Iksearch Management
(Staned in 1980，Monthly)

2022—08—20 V01．43 No．8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主 编穆荣平

编辑部主任王萍

编辑出版《科研管理》编辑部

(100190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8712信箱

电话：010—62555521

网址：http：／／www．ky91．net．cn

E—mail：kygl@c鹪isd．cn)

印刷单位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399信箱)

裂黼 国内邮发代号．2_505 国夕卜发行代号．BM610 国内定价．28形册'336形年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