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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思政课教学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新媒体新技术不仅在改变着高校课堂的教学形态，更是在改造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

认知结构，这给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带来巨大的挑战与全新的机遇。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既要充分

利用、发挥新媒体新技术提供的延展时空优势，同时也要基于宏大的理论视野和强大的教学能力去把

握、超越它，化解其带来的新教学问题，防范其对教学的异化。坚持政治站位与人文价值优先原则，不断

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团队教学能力，积极地推进新媒体新技术与高校思政教学的融合，是推进高校思

政教学改革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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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 are not only changing the teaching forms of classroom，but also

transforming the life style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people's cognitive structure，which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and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e should not only

make full use of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xt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provided by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but also grasp and surpass them based on the grand theoretical vision and strong teach-

ing ability，so as to resolve the new teaching problems and prevent its alienation to teaching. It is an inevitable

path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dhere to the prin-

ciple of political standing and humanistic value priority，constantly improve teachers' theoretical level and

team teaching ability，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 with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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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等教育而言，“按照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

大致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即 1.0版本的传统教学，

2.0版本的电化教育，3.0版本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和

教育信息化，与工业制造 4.0相对应的 4.0版本。现

在的 4.0版则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为代表的智

慧教育”［1］1-6。当代新媒体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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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冲击，甚至消解传统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模式，推

动着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大变革，形塑了新的教学

形态。科技改变生活，也在异化生活。对于新媒体

新技术，高校思政课教学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无

视回避，必须直面、驾驭、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才能真

正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能

否驾驭和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融合不是应用、结合或整

合等外在形式地叠加与机械组合，而是要实现二者

内在、有机的统一，使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

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

吸引力”［2］378。教育部也将“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列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之中，作为国家教育工程战

略的重要内容。因此，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

思政课教学改革，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战略，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逻辑必然：新媒体新技术正在改变高校

思政课的教学形态

新媒体新技术是全球性科技革命的产物，引领

着时代格局的根本变迁，推动着体系化的社会“革

命”，重构着人们的生存样态与生活范式。它正从教

学对象、教学境遇与教学形式等各方面对高校思政

课的教学生态进行着全方位的改造，因而，新媒体新

技术是高校思政教学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历史事物，

积极地正视、结合、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是高校思政

课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

改革的内在需要与外在动力。

首先，新媒体新技术已经重塑了高校思政课教

学对象即高校学生的认知结构、心理结构与价值观

念。当前，新生代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的主流。

“00后大学生对新生事物充满兴趣，习惯和热衷于从

互联网上去获取信息和知识”［3］157-159。00后大学生

从小生活在新媒体、新技术化的社会格局之中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理习惯、行为方式早已被新媒

体、新技术所形塑。作为新媒体、新技术的核心载

体，移动电子设备（手机）不仅是新时代大学生日常

生活的必备工具，更是他们生活秩序的“基轴”。“电

子媒介的属性是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性的、

自觉性的”［4］24，因而它们具有及时性、交互性、感官

性等技术特性，这些特性及其所建构的交互结构决

定大学生的认知路径与学习习惯。当代大学生接收

信息路径以技术化的“感官材料”入手（诸如“抖

音”），乐享在追求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视听盛宴之

中，并习惯、依赖于从新媒体、新技术中获取信息与

知识等。在前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基于印刷书本，

习惯通过抽象理念来认识世界与把握客观事物。这

种传统课堂教学基于标准书本教材通过教师规范的

课堂语言讲授知识，给予学生抽象的概念，引发学生

通过语言文字规范思维后再深入及至感性材料，这

也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根本路径与本质特征。但“内

容跟随形式，汹涌革命的技术产生了感觉与思想的

新的结构”［4］4，“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

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

觉比率和感知模式”［4］46，新媒体的引入，客观事物通

过新媒介编码、成像、绘声，以二次元虚拟镜像向教

学对象进行信息传递与知识叙事，打破了学生传统

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模式。

其次，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知识爆炸”为高校

思政课教学提供了全新的教学境遇。在传统的高校

思政课教学中，学生获取信息渠道单一，且信息获取

速度慢、时间周期长，理论知识短缺。因而，在这种

教学境遇之下教师在教学中以知识传递、理论单向

讲解为主。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实际上垄断了知识

的来源，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甄别与信息过滤。因

此大学生无法接触到课堂之外的“异质”信息，无法

比较，不会对教师授课的理论、内容与观点提出质

疑、反驳与挑战，因而在传统思政教学中，教师在比

较“宽松”的境遇下讲授、阐释课程内容。但在新媒

体新技术时代，教师不再垄断知识传递的渠道，信息

纷沓而至，产生了“知识爆炸”，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带

来了全新的教学境遇。教师不再在知识的量上具有

优势，无法凭借己有的知识量征服学生。除此之外，

“电力媒介使得人们的生活彼此纠缠，造成极端的拥

挤”［4］68——“信息爆炸”带来知识碎片化、价值观多

元化，致使大学生陷入价值观迷茫之中，因而对高校

思政教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与挑战。高校思政课教

学中所讲授与传递的是宏大、标准与体系的价值观

念，而这在“知识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会成为多元价

值观之一，沦为“一家之言”，如此则被学生要么忽

略、要么拒斥。因而，当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具备

从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众多价值观中概括、提炼出主

流价值观念的教学能力，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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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具有强大的思辨能力与高超的教学能力去把

握、驾驭“知识爆炸”，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学

生从“信息爆炸”的杂乱无序中解放出来。

再次，新媒体、新技术正在改变高校思政课教学

方式。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紧紧围绕实体课堂，以

单一的讲授方式实施教学，在规定的时间、固定的地

点传授既定的教学内容。与之相比，新媒体新技术

将教学空间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把静态课堂转化为

动态课堂，催生出理论讲授、情景教学与课堂实践等

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课堂局面，大大地丰富教学

形式，重构教学时空结构。传统单一的“语音—中

心”讲授格局正在被消解、分化，“绘声绘色”的多维

课堂方式正在不断生成、崛起。不仅如此，新媒体新

技术的实际嵌入而由此演化出多种具体的、成型的

新教学形式诸如慕课、翻转课堂等，一度掀起了教学

改革与创新的热潮。囿于这种教学方式的更迭与重

塑，教学结构从过去的课堂内外实体教学结构转换

到了“线上线下”多维教学结构，进而打破了原有固

定、有限的时空场域，极大地释放教师与学生之间互

动时空场域，把教学置于一种全新的结构之中，系统

地改变教学方式、互动路径与时空境域。因此，高校

思政课教师必须在多维时空境域和教学结构中，不

断开发新的教学资源，有机协调、灵活运用多种时空

维度，以满足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新教学结构的内

在需要。

总之，新媒体、新技术已经在改变高校思政课教

学生态，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

的必经之路。

二 实践困境：目前高校思政课应用新媒体

新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新技术的信息传播及时、交互性强、承

载的视听感官材料丰富，给予人全新的生活体验与

异样的世界图景，极大地激发新媒体、新技术在各行

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高校思政课教学也不例外，

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开展得如火如荼，师生热情高、

应用规模大、结合形式多。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

带动下，诸如慕课、学习通等各类新媒体、新技术的

教学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前高校思政课新媒

体、新技术教学展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新媒体技术的嵌入，丰富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形式、提

升课堂的教学效果，极大地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取得一系列丰富的教学成果。新媒体、新技术使

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性、思想性、知识性，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贴近学生生活，增强思政课

的亲和力与针对性。但目前在高校思政课新媒体、

新技术教学中，存在教学主旨异化、教学内容“庸俗”

化、知识碎片化的现实问题，这是新媒体、新技术与

高校思政课教学初始磨合、机械结合的具体表现，亟

待在“融合”中予以化解、克服与超越。

（一）教学主旨异化

与其他课程相比，思政课课程具有政治性、思想

性与人文性等特点，其课程主旨沁入人心，追求真善

美，彰显价值关怀，突出政治导向。同时，与其他学

校层次的思政课教学相比，高校思政课教学独特之

处在于，它是以理性教育为根本教学路径，注重逻辑

思辨，坚持以理服人，兼蓄以情感人。因此，高校思

政课教学主旨必须是以理性慎思、逻辑思辨为路径，

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寻求科学的、理性的信仰，让学

生真学、真懂、真信。但鉴于新媒体、新技术的引入，

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有图有真相”成为普罗

大众的认知路径与求证方法，视频、图像展示成为当

前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视声图像等新媒体感性特

性决定了它们作为教学载体无法饱含高校思政课教

学人文性、思想性与政治性等课程品性。更有甚者，

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演变成

新媒体新技术的演示场所，成为教学生如何拍电影、

搞小品等娱乐制作课程，致使“一些学生的思维和视

野往往局限于现代信息技术上塑造的技术景观，难

以穿越技术表象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5］162-167。这

严重异化了教学主旨，陷入一般技术教育的境地。

囿于当代新媒体新技术处于发展时期，高校思政课

教师与大学生本身还处于学习、摸索新媒体新技术

阶段，因而原本用来传递、提炼与突出思政课教学主

旨的新媒体、新技术却成为思政课堂教学的主要内

容。不仅如此，各种思政课程视频、网页等思政实践

课程展示、竞赛在信息化社会中成为学生思政课程

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或重要路径。这本身不是问

题，且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丰富了教学

形式，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但问题在于学

生的视频等新媒体制作存在严重异化，不少学生在

思政视频制作与网页设计中只是以思政课的名义宣

传，制作一般通俗内容。因而，在新媒体、新技术时

代，对于高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或考核形式必须予

以严格形式规范与内容约束，谨防教师与学生以思

政课之名而行学习技术之实，致使教学主旨异化。

刘 灵等：论高校思政课教学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的困境与出路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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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政课新媒体、新技术教学中，我们必须严守

立德树人的教学主旨，捍卫高校思政课程的价值目

标，明确新媒体新技术的工具属性，防范思政课教学

主旨异化。

（二）教学内容“庸俗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相关知识，教学目标是

使当代大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根

本观点与主要方法，提升大学生的理性精神与思辨

能力，开拓他们的文明视野，培育他们高尚的伦理情

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自觉，

是最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具备较强的理论深度、价值

高度与文明厚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

掌握需要学生长期的知识积淀、高度的思辨抽象与

切身的领悟自觉。在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教

师往往通过语言概括、文字抽象等方式去讲授马克

思主义理论有关知识，因而这种教学方式上就决定

了案例教学的过程、内容与形式上服务于抽象的理

论教学目的，尽管存在着一定通俗的案例也会严重

偏离课程教学内容，也致使教学内容的“庸俗化”。

但新媒体新技术的教学嵌入，教学方式全面转换大

大地扩展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庸俗化”的空间，以至

于在形式、路径上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庸俗化”。

新媒体新技术主要以图片、声音、视频直接呈现教学

中的感性素材，并且这些感性素材在新媒体新技术

中被复制、延伸、扩展，从而变得在感官上更为细致、

清晰，非常满足或迎合青年学子的感官需要。偏好

于感官需要的青年学子在新媒体新技术的簇拥下，

形成了“有图有真相”的认知习惯，而实际上，具有思

辨抽象与价值情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总是“有

图有真相”——一定会得到日常感性经验的佐证。

如果讲授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点和理论原

理，必然要用某个图片、视频等感性材料予以佐证，

那么文明、抽象而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有变得

庸俗化的倾向。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的文化成为

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6］2。

在高校传统思政教学实践中，原本就存在着一定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释、论证现实生活事

实的惯例，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政课的基本理论

沦为工具而服务于人浅层次的感官需要，迎合某种

庸俗化的市井需要，而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大量的

教学视频、图片与动画的感性素材“肆无忌惮”地横

行高校思政课教学之中，并逐渐占据教学主要内容

成为教学基轴，进而排挤、压缩抽象与理性思维教学

的空间，势必会严重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性、

真理性、价值性，致使“真理淹没在无聊的琐碎的世

事中”［6］2。

（三）教学知识碎片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旨在以高度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根本观点、基本原则去武装大学生头脑，体系化他们

思想，“确定”他们的观念，使他们形成正确而统一的

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让学生能从容面对繁

杂、纷扰的现实世界。在前新媒体时代中，社会价值

观念统一有序，社会事实简单朴素，因而高校思政课

教学所依据的理论观点足以驾驭传统的现实境域和

社会格局。但新媒体新技术被引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感性素材的不断增加、教学在不同话题中频繁转

换，一些牵强附会或毫不相干的视听知识、信息觥筹

交错，不断地切换视听材料、知识，学生便迅速遗忘

主题，而沉迷于“声色”之中。在新媒体新技术的介

入下，大量碎片化知识，甚至相互排斥、否定的感性

素材、案例在不同时空域中轮番在高校思政课堂教

学中展示、释放与上演。长期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历

练、熏陶与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经被新媒体时

代塑造了一种“观光客”认知心态与思维习惯，把“抽

象理论讲授”斥之为“说教”或者“洗脑”，进而学生以

游客的心态只领略教学内容中的感性素材，而对高

校思政课教学所需要的抽象思维与理性精神的理论

观点与方法原理却予以回避与拒斥。同时在高校教

学中大力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大环境之下，新奇、感

官与应景的感性知识占据课程教学主要空间，从而

导致大量零碎、片面的知识点。电视与手机等新媒

体只能传递大量感性素材或信息，只是让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而不是理解这个世界。摄影、图片“本身

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

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

只能表现‘一棵树’”［6］88，因而新媒体所传递的内容

“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要

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

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

几秒”［6］123，由此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高校思政课

教学正无意识或不自觉地陷入知识碎片化的境地。

由此，“思政课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信息的稀缺，而是

如何把信息爆炸环境下获得的碎片化、快餐化的知

识，通过师生情感交流和智慧启迪，推进学生价值观

的构建和思辨力的提升”［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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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新媒体新技术给高校思政课教学带

来发展机遇，也提供改革创新的历史空间，同时也带

来巨大的挑战，致使大量现实而紧迫的教学问题出

现，亟待化解。

三 现实出路：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

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原则与路径

近年来，我们对于新媒体新技术与高校思政课

教学互动关系的历史描述与规律把握，经历了从“应

用”“结合”“整合”到“融合”的概念转换，这既展现

了我国高校思政教学与新媒体新技术之间互动的历

史逻辑，也反映我们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认识深化与

理论自觉。新媒体新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是高校

思政课教学的新工具，它既能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异化，是一

柄双刃剑，因此必须基于宏大的理论视野对高校思

政课与新媒体新技术的融合进行价值规定与伦理审

视，阐明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原则，找准教学改革的路径。根据历史唯物主

义的理论立场、分析方法，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现实，

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坚持以

下基本原则。

（一）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

改革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8］，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

公共必修课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关乎

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接班人的培养。提高政治站位就是要从政治高度

全面、总体把握高校思政课新媒体教学改革，防范新

媒体新技术应用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提高

政治站位，就是要以政治视野，不断调动各方资源，

凝聚各方力量，高度重视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高

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新媒体新技术在高教思政课堂

广泛应用的同时也拓展了多元化信息渠道，存在严

重扰乱高校思政课教学知识视界的可能。融合新媒

体新技术，要从“软”“硬”两个方面把握新媒体新技

术的政治站位。一方面，要对新媒体新技术应用传

播媒介及其媒介内容进行选择，进行政治把关，净化

媒介不良内容、信息；另一方面，要对新媒体新技术

带来的信息进行政治理解、思想消化与思辨把握，娴

熟地驾驭“知识爆炸”。当然，政治站位并非是要从

物理上排除一切外界信息，屏蔽一切“不利的信息”，

而是要构筑一道理论防线，形成一扇观念“过滤”网，

保障高校思政课教学环境的净化，弘扬高校思政课

程的主旋律、正能量，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要求，更

是高校教学的伦理底线。防止学生被“低俗”的感官

材料所奴役、遮蔽，冲淡、侵蚀政治课教学的严肃性。

（二）必须坚持人的主体性

坚持人的主体性，就是要尊重思政课教师在课

程教学中的主导性地位，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防止技术主体化。高校思政课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教

学，必然要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是目的”（康德

语），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体，新媒体新

技术只是改造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一种手段与方法，

归根结底只具备工具价值，但现代技术存在异化的

倾向与可能，新媒体新技术可以反客为主，成为高校

思政课教学的主体。技术的程序化、流程化、精细化

让教师“离心逐物”，沉浸于无关教学主旨的教学形

式设计之中，耗费大量无谓的精力。技术原本是用

来解放人，而应避免陷入技术异化，让技术反过来压

迫人。除此之外，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性、人文性、理

论性，决定了学生必须运用理性精神，进行思辨性的

学习。而以视听媒介为主的新媒体新技术，则致力

于迎合学生朴素的感官需要，助长情感思维的泛化，

导致情感培育逐渐占据高校思政课的主流，淹没了

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造成学生“单向度”的发展。

因此，高校思政课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必须坚持人的

主体性地位，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时刻警惕技

术主体化。

（三）必须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实践原则

高校思政课教学大规模地引入新媒体新技术，

是希冀于新媒体新技术对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施

的一种救赎，为原本枯燥、艰涩的理论教学注入活

力。但教师对新媒体新技术的消化、驾驭有一个历

史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在没有消化新媒体新技

术之前，过分投入新媒体新技术的硬件建设，不仅会

造成大量设备资源的浪费，还存在被新媒体新技术

异化课堂教学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理论教学

能力与教学技术运用能力相匹配的原则，一方面要

大力培养高校思政教师的新媒体新技术驾驭能力，

一方面要给予高校思政课教师运用、消化、磨合新媒

体新技术的时间，确保其经验、能力能够得到沉淀与

消融。

高校思政课教学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除了坚持

以上三大原则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需要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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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着手：

一是要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

全面地规范新媒体新技术教学。融会贯通，用理论

的逻辑统一性规范新媒体新技术的知识碎片化，用

理论的价值伦理性规范新媒体新技术的工具化，用

理论的真善美规范新媒体新技术的感官化。要着力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强他们对新媒体新技术带

来的视听感官信息的辨识力和批判力。要增强理论

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现实的穿透力，把大量的、碎片

化的信息有机地统一，形成独立、系统的价值观。

二是要加强对高校思政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的培养，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教学。新媒体新

技术作为信息化技术革命的产物，能将人从繁琐的

技术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轻教

学的体力负担。因而，全面地掌握信息化教学能力，

有效地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优势，才能把高校思政课

教师从形式化、量化工作中解放出来，以集中精力面

对具有理论性、思想性、价值性的“纯”思政问题进行

教学，提升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层次，谋求思政课的思

想新境界。

三是要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团队教学能力，整

合教学资源，凝聚教学力量，集体地应对新媒体新技

术教学。传统的高校思政课依靠教师个人知识储备

去组织课堂教学，而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对教师的知

识资源、课件制作与教学方式有更高的要求，单凭教

师个人智识资源与信息能力，无法应对这种时代的

发展需要。因而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高校思政课

必须分工合作，整合资源，形成教学团队。高校思政

课新媒体新技术教学不再只是教师个人实施，而是

需要课程教学团队协同作战、集体应对。

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人工智能

时代即将到来，高校思政教学将面临现代技术发展

所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教学改革任重道远、永远

在路上。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

史过程，但无论如何，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坚持人的

主体性是融合的基本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以确保

现代信息新技术服膺于高校思政课教学理论性、政

治性与思想性的课程特质，技术愈发展，理论愈深

化，价值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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