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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

互联网 ＋
”

风口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杨伟荣 杨玉强

（ 曲阜师 范大学 马 克思主义学院 山 东 曲阜 2 7 3 1 6 5 ）

摘 要 ： 近来 ，

“

互联 网 ＋
”

的新概念在全国掀起 了
一股革命性的浪潮 ，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工

作的首要环节和重 中之重 ，
更是不容忽视 。 那 么

“

互联网 ＋
”

作为一种思维 、
一种概念和一种应 用 能对我

国 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某些启 示 ，
探计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运用 具有的可能性、 正确理解

和处理互联网络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之间
“

＋
”

的关 系 、 以 及在我国现行教育实体的基础上正确看待
“

互

联网 ＋
”

与 思想政治教育各 自 的作用都成为议论的 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结构 的改造重组、 内容

的融合重新 、 概念的正本清猓三个方面对上述几个 问题进行 了 阐述与论证 ，
探讨 了

“

互联网 ＋
”

风口 下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取向 。

关键词 ：

“

互联网 ＋
”

；

思想政治教育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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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两会上首次提出教育
”

背后也给我们提出 了
一

个巨大的疑问和可

了
“

互联网 ＋
”

的概念 ， 他说 ：

“

最近互联网上流供参 引 的启 示 。 疑问就是 ：

“

互联网 ＋
”

与现存

行
一

个词叫
‘

风口
’

， 我想 ， 站在
“

互联网 ＋ ” 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之间宄竟是
一

种什么样的关

风 口上顺势而为 ， 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
”

。

⑴ 总系 ？ 是不是简单的相加 ？ 启示就是 ： 改造与重组 、

理的这句话虽然是针对互联网技术对 中国经济的融合与创新、 正本与清源 。 不论是不是简单相加

助推力而言的 ， 随即却在全 国各个领域掀起了
一的关系 ， 在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 取得显

股革命性的浪潮 ， 全国人大代表、 山 东省教育厅著成果以及面临挑战 日益严峻的现实中 ， 要想将

副厅长张志勇更明确表示 ：

“‘

互联网 ＋
’

不能让把两者紧密联系在
一起 ， 必要的 改造、 重组 ， 科

教育缺位 。 他指出 ：

“

目前教育投入 占我 国公共学的融合 、 创新 ， 概念性的正本与清源都是必不

财政支出 的最大份额 ， 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 最大可少的 。 那么 ， 在当今
“

互联网 ＋
”

风口下与现存

民生 ， 如果能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改造我们的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之间要经历怎样的改造重组 、

的话 ， 必然能够大大提髙教育效能 ， 是教育发生融合创新和正本清源呢 ？

革命性改变 。

”［
2
］ 然而 ，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是教学育人工作的 中心环节 ， 在教育活动 中 ，
一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结构的改
必须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放在首要的地造与重组

位 。

Ｍ
所以 ， 应该从战略 的髙度开启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 阐述
“

互联网 ＋
”

风口浪潮带给传统意义上 ， 影响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外在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启示就 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环境和塑造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外部条件主要有

先进性和时代性意义 。三个方面 ， 即 ： 家庭环境 、 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

千万不可 以小看
“
互联网

”

后面这个小小的然而在互联网思维 日 益成熟和 网络技术迅速发展
“
＋
”

， 这么
一

个符号就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的今天 ， 要再加上
一个 ， 那就是网络环境 。 科技

想象空间 。

［ 1 ］

就算是具体到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产品 日新月 异 ， 家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学生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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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内 容 日益丰富 ， 网络环境 已经深深嵌入到每育业务从
“

线下
”

搬到 了
“

线上
”

， 这己然为变

一个学生的生活 、 学习 当 中 ， 家长要依靠手机与革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手段提供现代性借鉴 。

孩子保持联系 ， 教师要通过电脑对学生进行教学 ，然而眼下 ，

“

互联网 ＋
”

概念的提出和互联网思维

学生之间要透过网络进行交际 。 网络环境 已经成的不断深入 ， 从战略高度开启 的
“

互联网 ＋ 思想

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教育环境和因素 ，政治教育
”

是否依然与这普通知识教育没有什么

因此，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要改造思想政两样 ？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

治教育 的外部条件 ， 重新组合外部环境进行教育教育
” 开启的模式是强调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

的交叉结构和模式 ， 运用
“外部合力

”

提高思想质的基础上 ， 用互联网的 思维融合现有的普通知

政治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识教育模式、 内 容、 方法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 ，

互联网 络的普及是 的现代学生获得信息更加革新现代信念和政治教育观念 ， 考虑当代不同受

快捷 、 意识和观念转变也更加迅速 ， 对 自 己生活教育人群的不同层次 、 不同状况 ， 运用更加科学

和学习表现出 的观点和理性也远远超过它们的前化和人性化的 互联网技术予以现代性的思想政治

辈 ， 在某些方面知道的也甚至 比老师要多 。 传统塑造 。 值得的是 ， 思想政治教育与普通知识教育

家庭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解构重建使得家长不可能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 教育 的内容 、 运用 的方式、

全天候、 多地位的监管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 ，借助 的外力 自 然有所 区别 ， 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

教师教学工作和家庭生活角色的互为转向也使得也不可
一

以概之 。

教师不可能全天候 、 多地位 的把控学生的学 习进思想政治教育 以理想信念教育和政治教育作

度 以及与家长的互动交流 ， 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为中心环节 ， 与普通教育使人们具备社会生活和

更使得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教学体验、 反映回馈 、社会生产的基本素质教育本质不同 ， 这其中就蕴

情感交流不会那么 的适地和适时 。 这就需要通过含了两个要求 ：

一

是人们横 向上的终身理想信念

互联网 营造的网络环境打破原来家长咨询 、 教师教育 ，

一

是人们纵向上的不同时期 、 不同阶段、

家访、 教师学生一对
一的传统

“合力
”

模式 ， 改不同社会要求下政治素质的养成 。 然而现有的知

造其中不合理 、 不现实的建构因素 ， 建立三者之识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的影响 ， 对人们思想政治

间适时有效的互动平台 ， 在家庭电脑 、 学生手机 、教育 的时 间和空间都做出 了刻板 的限制 ， 为 了应

教学网络之间构建有效的数据传输 、 分析和交流试与就业 ， 受教育的时间似乎只有小学 、 中学 、

机制 ， 无论是时间上还是时空上都要使得学生 、大学这十几年的时间 ， 受教育空间似乎就只是教

家长 、 教师三者在思想政治观念和意识上保持髙师、 学生组成的课堂或教室 ，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度的
一

致性和透明度 ， 这样既能增强思想政治观的概念切入现有在线教育模式尚处在初级发展的

念的指引 力度 ， 又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强阶段 ， 处在持续烧钱和培养用户 习惯的阶段 ， 要

度 ， 不管是对学生正确思想政治意识的养成还是国真正普及和颠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

家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
“

百利而无一害
”

。因此现阶段两者之间不是对立与竞争 ， 而是交融

与合作 ， 绝对的对立与合作只会掩盖彼此的优势 ，

二 、
“

互联网 ＋思想政治教育
”

内容的融错过最佳的交融和合作时机 ， 结果只 能是互联网

合与仓！ ｊ新技术无法持续革新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成果不

显 ， 所 以 ， 彼此必须经过改造融合出
一

种混合式
早在李克强总理提出

“

互联网 ＋
”
的概念之前 ， 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学 习方式 ， 相互推进两者

随着中 国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互联网与胃 ；

思想政練育之醉驗立起了
－

种
“

猶
”

ｗ自麵合式纖育方式就是簡想政治教育

关系 ， 糊互联网技术将传统的教室 、 教师 、 已 夹杂在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中融合

有 的教学内容 、 工具以及方法 由现实中賴网络 进行教育 ， 加强哲学的教育和学习就是实例 ， 哲
± ’ｍｍＭ

ｕ

ｗｍＭ
ｎ
 ’ｓ＃学理论学习 中就具有坚实的思想信念教育和意识

形絲ｉ 两者隨学纖融合龍働互賴

新东方等教育培训机构早就已经将几乎全部的教 知识教育不断健全的基础 ， 促进
“

互联网 ＋ 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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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教育
”

的快速成熟与完善 。 这同时也能有妓质 、 发展能力 。 当然 ，
这中间的方法、 形式 、 效率 、

解决现存的 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知识教育时间和空效果等诸多 问题是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与体系的支

间 上的停顿而终止的弊端 ： 为 了就业和生活 ， 大撑和助推 。

多数学生在大学阶段的知识教育结束之后就步入但更值得警惕的是 ， 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联网

社会 ， 课堂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随之终止 ， 但是 ，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发展更加先进和迅速 ，

“

互

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可 以离开学校、 离开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运用得更加成熟 ， 他们更

书本课堂 ， 但已经无法离开网络 ，

“

互联网 ＋ 思将之应用于意识形态侵略和文化霸权主义传播之

想政治教育
”

则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 ， 适中 ， 通过其发达的互联网络 向全世界输 出 自己 的

时 、 应地的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 ， 妄图侵蚀 、 瓦解别国的本

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 、 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 ，
土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结构 。 任 由其肆意发展 ，

但这同时也需要加强第
一

部分矫说的思想政治教或者与其硬碰硬的冲突都会使我们蒙受 巨大损失 ，

育 的网络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 ， 使网络思想政治这对暴露在互联网络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不利

教育和其他三方面环境的
“

合力
”

效果更加凸显 。影响 ， 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 产生后

果不堪设想 ， 仅仅依靠网络肃清和青少年 自己辨

三、

“

互联网 ＋思想政治教育
”

概念的正别筛选更是难 以应对 ， 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和

本与清源 ［
5
］学校实体思想政治教育 的强化 ， 在学习 、 生活和

社会 中弘扬社会主旋律 ， 巩画意识形态地位 ， 运

不能否认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能够用技术 、 行政和法律手段 ，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管

大大提高教育效能 ， 使教育发生革命性改变 ， 但是 ，理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 形成网络思想

也只能是在改变层面 ， 而不能颠覆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 牢牢把握互联网思想政治教

本身 ， 更不能颠覆现有的学校体制 。我们要清楚
“

互育的主动权 。 这必然是在对概念正本清源的基础

联网 ＋
”

风 口下 ，

“

互联网
”

与
“

思想政治教育
”

上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和实体思想政治

在主体概念意义上的
“

本
”

和
“

源”

的关系 。 不教育互利互为 、 互助互推、 共同努力的结果 。

仅要正
“ 思想政治教育

”

建设的
“

本
”

， 还有清
“

互“

互联网 ＋
”

的确带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 ，

联网
”

传播的
“

源
”

。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 了提高让我们去尝试和努力 ，

“

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

人们 自身的政治素质 、 唤醒人们 自觉的思想意识 、切实可行且极具影响 的同 时也让我们清楚的认识

增强人们自 发的应对能力 。 这里所说的政治素质到 ： 在
“

互联网 ＋ ” 的风 口下 ， 在现有思想政治教

不仅包括政治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 ， 还包括政治育体系和实体的基础上 ， 两者之间概念意义上的

态度和政治立场 。 这里说的思想意识意识不仅包正本与清源和发展过程 中的改造 、 融合与创新还

括 自觉地培养意识 ， 还包括 自觉地抵制意识 。 这有很长的路要走 。

里所说的应对能力不仅包括面对社会生活的生理

应对能力 ， 还包括面对外来侵蚀思想的思想应对

能力 。 然而 ， 人不是一个孤立 的个体 ， 尤其是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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