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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网上教学系统、网上办公（OA）、网上教务管理系统、网上
图书馆、网上科研管理系统正在为象牙塔的师生提供着更方便、更快捷的学习工作生活。本文针对如何建
设和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着以人为本、育人为先的先进理念，构建基于 web 的思政教育平台。
同时，提出了该平台的总体思路和实践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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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是人类走向信息社会的世纪，是网络的时
代，是超高速信息公路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并进入应用

的年代。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高校信息化

建设的提出与推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高校信息化建设离不开发展中的计算机技术。从结构与

功能的角度看，计算机技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个时

代：主机(Mainframe)、个人计算机(PC)和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高校信息化建设也同样经历了这

样三个阶段[1]： 

    主机时代，从上个世纪 60~70 年代起，计算机开

始在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计算机

辅助教育 CBE（Computer Based Education）成为一门

新兴的教育技术，是指以计算机为主要媒介所进行的

教育活动，通常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 CAI（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计算机管理教学 CMI（Computer 

Managed Instruction）。 

不过由于当时计算机还不普及，过分集中的资源

以及使用方式，缺乏方便的人机交互手段，以及昂贵

的价格等给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实际展开带来诸多困

难。 

从 70 年代开始，个人计算机(PC)的出现及其普

及，为高校信息化的研究、发展与应用提供了条件。

80 年代初，美国许多高校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开展教

学、辅导和培训等活动。这个时期计算机技术尽管在

高校的许多活动中，如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得到

一定的应用，但只是作为传统教学和管理的一种辅助

手段。 
本论文受华东政法大学思政一般课题-07（编号：BM010107）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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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计算机网络，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给高校的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高校信息化进入一个
崭新的阶段。教育部在《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中提出要“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经过几年的
努力，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多
数高校都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网络，信息化水平在不断
提高。网上教学系统、网上办公（OA）、教务管理系
统、网上图书馆、网上科研管理系统、数字化“一站式”

迎新生入校、数字化毕业生离校系统，正在为象牙塔
的师生提供着更方便、更快捷的学习工作生活。与此
同时，对于如何建设和利用信息化网络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亦成为学生工作者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十余
年来，随着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下简称：网
络思政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相关的理论和应用方面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4]。 

但是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发展，以及实

际应用中对于网络思政提出的挑战，不难看出目前的

网络思政研究并没有随着网络影响的日益深入、网络

地位的日益提升和网络备受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

还存在着涉及内容重复化、空洞化、单一化、形式化

等问题。在高校信息化建设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有

效地搭建网络思政环境、保持网络思政的长效机制以

及功能集成化，是我们正待思考的问题。 

 

2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1 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信息化，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的今天，

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需要，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加

强管理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科研水平、改善工

作环境。实现高校的信息化，是高等院校发展的必经

之路，也是我国高校迈向世界顶尖大学必然选择。 

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大概分为 

1. 数字化：是指以计算机为主的数字化技术。数字

化技术使得教育信息系统具有更加简单的设备，

也使系统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和规范。 

2. 多媒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多媒体技术使得媒体

设备一体化、信息表征多元化,真实现象虚拟化。 

3. 网络化：网络使各种的资源汇集,从而让信息资源

共享,人们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相互沟通、了解，

使人机之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可能。 

4. 智能化：是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使系统做到教学

行为人性化、人机通讯自然化、繁杂任务代理化。 

2.2 高校信息化建设背景下网络思政的特点。 

高校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其不同于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四性上，即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和趣味性。作为从事

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者要勇于面对网络思政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抓住时机，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进一步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1. 利用网络的“开放性”特点来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

容。网络信息打破了时空间的限制，为思想政治工

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源。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充

分利用网络方便、快捷、高效等优势，从网络资源

中挑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资料，增加典型

案例的积累，从而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提高思

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2. 利用网络的“即时性”特点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时

效。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改进，办事效率成

为衡量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思想政治工

作者应利用网络具有实时信息传递特性，通过网站、

电子邮件、微博、博客等各种网络工具及时传播科

学正确的思想信息，并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并

针对学生的特点开展有针对的教育工作，使思想政

治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3. 利用网络的“互动性”特点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效

果。网络上的信息交流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和紧张，

使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获得学生们真实的思想信

息，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为学生们释疑解惑。同

时，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间可以通过 QQ 群、网络论

坛、飞信等渠道，进行深度沟通和交流，最大限度

地获得工作上的启发，在互动和共享中提升思想政

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4. 利用网络的“趣味性”特点来激发思想政治工作活

力。网络兼容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表

现形式，既可以传输文字、声音，又可以传输动态

的图像。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学习和熟悉信息网络，

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充分利

用网络形象化、趣味性特点，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

引导他们在生动直观的情境中获取大量信息、升华

思想境界。 

 

3 网络思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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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思路、新发展。如何在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走出网络思政建设的发展
瓶颈，实现高校信息化建设背景下的网络思政之改进
和创新，是本文在系统架构过程中的主旨。我们力争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贯彻以人为本，育人为先的
工作理念； 

2. 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高效能、可持续发展的
工作主旨； 

3.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持续改进高校网络思
政。 

3.1 需求分析 

可以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网
络浪潮席卷大学校园的必然产物，在当今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对学生进行教育、
管理和服务的功能。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
的不断发展，应当在贴近学生的前提下，主动开发富
有成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为此，我们将网络
思政平台内容体系的构建思路确定为：以“以人为本，
德育为先”的观念为指导，以贴近大学生思想、行为实
际为导向，以平面化的学生工作组织和传统学生工作
流程为基础，构建以交互的学生工作信息网络为支撑，
最终形成高效能的基于 Web 的思政教育工作模式，实
现对学生教育管理的个性化引导。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目前的思政教育网络化主要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数字化，即将学生的各种信息以数字化形式
加以整理、归纳、运用和共享，这些信息包括学
生的个人基本信息、班集体或以寝室为单位的信
息、社团的信息、与思政工作高度相关的信息（如
学校其他管理部门、学生家庭、就业单位等）的
信息、各类政策与制度信息（如党和国家的政策
和重要文件，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
教育引导学生的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行为
等）、学生党建工作信息、课程表、心理咨询相
关； 

 流程网络化，即以信息技术来改善和提高学生工
作的传统流程和教育引导方式，建立基于信息化
管理平台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例如，有很

多同学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希望能够在大学入
党，但是对于入党的流程不是很清楚，又苦于不
好意思询问，因此在网络思政中加入党建的相关
内容，建立简明的入党流程对比表和在线咨询等
内容，学生可以在网站（如图 2.1) 上根据自己的 

当前状态查询下一步要做什么； 
 

 
图 2.1 学生入党流程 

 

 办公自动化，即依托 web 技术实现整个思政工作
的无纸化办公，特别是改善以往文件如山、通知
如海的传统办公形式，为管理者和受管理者营造
低碳、高效的事务处理环境； 

 沟通交互化，即依托 web 技术实现学校、二级学
院以及学生等各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沟通模式，增
强沟通的实时性和有效性； 

 个性引导化，即依托 web 技术实现对学生成长、

成才的个性引导，促使其按照自身的个体特征和

个性化成才愿望，让大学生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今天健康成长。 

3.2 功能模块图 

网络思政工作的发展，关键是看思政工作者能否当好

把关人，是否有能力把握驾驭好网络，以影响学生们

的思想状态。因此，高校不但要具有一支拥有政治理

论水平高、思政教育经验丰富，而且能够有效地掌握

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能够在网上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和心理咨询的队伍。新时期的网络思政教育

要求这支队伍能够深刻把握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过程

中的常见问题，能够真正做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

去”，通过学生对网络思政平台的自主评价以及关注

度，了解和掌握哪些板块是学生需要的、欢迎的、常

用的，而哪些是脱离实际的。 

对于网络思政平台的功能模块设计，我们希望能

够尽量覆盖学生的日常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主要方

针政策、学校的规章制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针对学生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心理

咨询或者提供交流平台。再辅以学校信息化建设中不

断发展的 BBS，引导学生对于先进观念和主流话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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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的“韬奋钟声”BBS，每

年举办的“十佳教师”网上评选，就是倡导学生尊师重

教，同时教育学生常怀感恩之心。华东政法大学“大学

生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会”，北京大学的“红

旗在线”、浙江大学的“求是潮”、复旦大学的“学习邓

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青年网”等。 
   我们综合考虑了学校信息化建设中各种跟思政教

育相关的功能性网站和板块，力争做到整合资源、提

高效率，构建了下列系统架构图（如图 2.2） 

其中， 

 思政教育，是整个网络思政教育的核心，是在保
证传统思政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延伸而来。不但
是内容上的完善，也是形式上的创新； 

 社团活动，这是课堂教学在实践中的延伸和补
充，补偿并发挥着课堂教学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对实施素质教育、繁荣校园文化、加强高校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大学生服务的社会功能。将
社团活动作为一个板块嵌入网络思政平台，将其
相关内容放到网络上，可以扩大有限活动的无限
效果，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信息发布，要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摸准学生的
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的信息进行发 

 

 

图 2.2 网络思政系统架构图 

 

布。将高校的传统宣传工作阵地移植到网络上，增强
正面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学生党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分校区的建立、
学生人数的增多、就业形势的严峻等因素，学生
信息量增大，网络同时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
围广，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等特点，因此将高校越

来越复杂的党建工作放入网络，对学生党建工作
注入新的内容，创立了新的形式； 

 就业实习，就业实习的网络化，可以加强大学生
的实习就业信息透明性、全面性，更有效地将大
学生培养成“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全方位
人才，为用人单位和求职学生之间搭建一个有效
的桥梁； 

 心理咨询，网络的隐匿性、保密性，使得学生更
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对于心理问题进行咨询。问询
的学生可以脱离现实咨询过程中的被动客体位
置，摆脱面临居高临下的心理咨询师。同时可以
看到诸多的经典案例，对比自身没发现或者没注
意的心理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课程表，网络思政平台添加课程表，主要是方便
思政工作者查询班级学生的课程出勤情况或者
按任课老师或单独某个学生或课程名进行查询，
这一项是我们在实际的思政工作中感到特别需
要的； 

 邮件平台，以学生学号或者学生姓名为用户名的
邮箱，不但可以给整个班级，或部分学生，或指
定的学生发送邮件、通知； 

 日常事务，思政工作中会有很多涉及学生的事
务，例如，社会实践、班级文体活动、信息统计
与更新等等，提供这样的网络平台，可以大大简
化繁杂日常事务的流程，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同时能够保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 

 奖助学金评审，奖助学金的评定，已成为大学生
和社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形成正确导向，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将健全
的评审制度、公平的评审原则以及透明的评定和
发放措施，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全体师生、社会各
界公开，可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高校学生勤奋学
习、积极进取、全面发展、勇攀高峰的热情，促
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5 结语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完善的今天，如何做
好网络思政教育这样一个平台，如何坚持以人为本，
育人为先的全面发展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作为思政工作者，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
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原则，才能把大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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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既敢为人先，又虚怀若
谷的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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