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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in colle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becomes a must driven by the high developmen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in order to meet needs of cultivating creative talents adapted to this information ag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It also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urther study on network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work innovation i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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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要求高校的思想教育必须改革，以适应培养面向信息化社会创新人才的要
求。本文阐述了信息化与教育信息化的概念。论述了教育信息化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探讨了信息化
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网络文化建设与高校思想工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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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化，就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

息技术广泛进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

用，达到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之目的。这里我们以信息化和教育

信息化的概念为切入点，就信息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

作用、信息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信息文化建设与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尤其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这无疑对信息

化环境下加速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为新时期大学生思

想教育的新抓手、新手段、新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信息化与教育信息化的概念 

信息化是将信息作为构成某一系统、某一领域的

基本要素，并对该系统、该领域中信息的生成、分析、

处理、传递和利用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的总称。我

们称对信息的生成、分析、处理、传递和利用为信息

技术。因此，对某一系统、领域的信息化是将信息作

为构成该系统、该领域的基本要素，并在该系统、该

领域中广泛地应用信息技术的有意义的活动的总称。

信息化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

将信息作为一种基本的构成要素。因此，信息化的过

程中，首先应对系统进行信息化分析，它是信息化的

基础。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是在系统信息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对系

统深入的信息分析，就不可能实现信息技术在系统中

的有效应用。 

教育信息化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信息高速

公路的兴建而提出来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3 年 9

月正式提出建设 “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 NII)，俗称“信息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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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计划，其核心是发

展以 Internet 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服务系统和推进信

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把信息技术

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改革的重

要途径。教育信息化是将信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基

本构成要素，并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广泛的利用信息技

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

应高度重视对教育系统以信息的观点进行信息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二．信息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影

响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信息

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计

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必然会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机

构和活动之中。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更好的利用信

息技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认识信息技术在思想

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如何面对和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 

1.信息化是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 

信息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

方式逐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可视化，电子政

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世界范围内普及化。信息技

术的日新月异，在对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

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正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和穿透

力深刻的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这必

然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严峻的挑战和新的更高

要求。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是

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所

处的信息环境、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多样化，使得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观念、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

与飞速发展的形势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发挥。因此，在社会信息化

的大趋势、大环境中思想政治工作要继续发挥优势，

赢得主动，就必须紧紧跟上时代步伐，尽快实现与信

息化社会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密切融合，提高科学技术

含量，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与时俱进。

这样才能巩固和发挥原来的优势，承载起新形势下的

历史重任。 

2.信息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社会的信息化，在

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严峻挑战、带来若干难题的同时，

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进一步做好工作的空间。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也是推动

社会前进的动力和杠杆。人们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仅缔造了科学本身，推

动了科学技术进步，而且改变了人的认识能力，创造

了现代文明。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的思维方式从单维

走向多维，从定性分析方法走向系统的定量方法，使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紧密结合起来。同时社会的信息

化，为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提供了物质保证和先进的

技术支撑。例如利用电视、广播、电讯等大众传播媒

介，可以广泛收集思想政治信息，开展形象生动、富

有感染力的思想教育；利用计算机进行人员微机管理、

各种政治力量统计分析、思想动态收集等，实现业务

处理自动化；利用计算机具有的存储资料、收集信息、

处理数据、优选方案等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

的“数据库”和“智囊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决策的科

学性；利用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系统论、控制

论、信息论等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丰富充实思想政

治工作方法体系的的具体内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

科学研究水平等。反过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同时

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互为作用，共同进步。 

3、信息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应对国内外复杂环

境的必然选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说过，“谁掌握了信息，

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目前，西方一些

发达国家凭借和倚仗其在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

千方百计的推销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生活方

式及社会制度等，企图实现他们的“西化”、“分化”的

政治目的。国内外的各种反动势力，也借机乘势而入，

利用网络发表反动言论，危害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战略眼光，增强忧患意识，牢牢

占领思想政治信息化阵地。 

三、加强信息文化建设，创新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 

作为信息时代标志的计算机网络已经改变了世

界，改变了人们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一代大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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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对人们的精神面貌，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都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面临着许多从来遇到的问题和

难点。着眼于当代科技的最新发展，深入探讨网络信

息化条件下大学生成长的特点和规律，就成为当前大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任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高校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大

学生已经成为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青年大

学生接受信息途径发生的新变化，我们要善于运用互

联网这样的现代传媒，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机地

渗透其中，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实现潜移

默化的思想品德教育功能。网络信息丰富，为大学生

开启了一扇全面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

息的窗口，同时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大量新

鲜有益的信息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界，掌握科技前沿

知识，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观念的树立和创新意识的培

养。高校要善于利用网络的这些优势，占领文化主阵

地，围绕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积极引导，弘扬优秀的

民族文化，借鉴国外的文化成果，让网络成为教师与

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这些方式，对思想活跃的

大学生进行引导，可以帮助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道

德法制观念，进行人格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 

网络交流具有互动性又具有隐匿性，使大学生更

加容易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有助于教育者获得真实

而有价值的信息，并针对大学生的各种问题及时准确

的加以引导，提高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效。同时，要把

网络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

积极作用，避免网络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高校教育

工作者要注重增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自觉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引导学生遵守网络道德，具

备网络法制意识，引导其自觉抵制网络垃圾的侵蚀，

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我们要努力创新，与时俱进，充

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扩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

和渠道，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总之，我们要看到我国高校政治教育网络水平较

低，尤其网络技术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自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水平

也参差不齐。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加强信息化

硬件建设的同时，强化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构建一支网络素养高、能

熟练使用网络、驾驭网络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为实

现信息化环境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开创大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奠定思想和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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