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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三种合力：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途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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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想信念是大学生前进的动力，指引着大学生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在为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充分利用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的合力、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理论知识教育与

现实问题教育的合力，是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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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大学生前进的动力，指

引着大学生的发展方向。独立学院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他们能否具有正确

的理想信念，不仅决定着自身的成长成才，而且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走向。尤其是随着网络的

全面覆盖和纵深发展，各种思潮、观念与论调等在网上唾手可得，这对于学习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相对

较弱的独立学院大学生而言，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客观上亦增加了其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

因此，思考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更准确地了解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对

湖南省３所独立院校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２０份，有效收回２０９份，有效收回率为９５％，其中，
男生３２．２７％，女生６７．７３％；中共党员１３．６４％，中共预备党员５．９１％，共青团员７４．５４％，群众５．９１％。

１　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机遇
互联网是一种集全球性、虚拟性、共享性等特征和社交、通讯、网上贸易、云端化服务、服务对象化等

功能于一体的计算机网络。这一网络体系为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具

体表现为：首先，丰富了理想信念教育资源。互联网上涵盖丰富的文字和音像资源，其开放性和即时性

等特点能实现虚拟资源与现实资源的优势互补，实现国内、国外资源的共享。教育者可以从网上获取各

种有价值且种类丰富的网络资源。其次，开拓了理想信念教育途径。当问及“您对所在院校通过网络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情况作何评价”时，高达５６．３７％的学生认为网络成为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渠道之
一。网上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如通过远程教学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传输，理想信念

虚拟课堂的设置，建立ＱＱ群、微信群等交流平台开展对相关内容的讨论等。与此同时，网络使得理想
信念教育方式更全面，教育手段更多样。最后，提高了理想信念教育信息反馈质量。传统课堂上师生之

间的信息反馈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及其平等性、开放性等特征都使得师生之间能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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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收到对方的反馈信息。同时，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下师生可自由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使得反馈信

息更有针对性，更利于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２　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不仅为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９８．１８％的学生认为，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陈旧或教学内容脱
离实际生活且枯燥无味等问题。概括起来，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面临着以下

３方面的挑战。
２．１　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受到挑战

教育方式是指学生在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形成情感的过程中教育者所采用的方式。我们就“所在

院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是否丰富”这一问题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５６．３６％的学生认为教
育方法单一，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存在局限性。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以往的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是采

取传统的课堂教育方式，教育者虽然能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但不乏存在填鸭式的

教学方式等。因此，教育方式的改革刻不容缓，特别是在多元、多变、多样的资源共享的互联网大背景

下，更需要教育者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的特征以及不同资源的特性选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２．２　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受到挑战
互联网时代，网络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普及，学生的视野越来越宽阔，单独的书本知识并不能满足

学生的要求。在调查学生“上网时间”这个问题时发现：有５０．９１％的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３～５ｈ，只
有２６．３６％的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３ｈ以下。教育者在对独立学院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
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来丰富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但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自

己想了解的信息、资源等，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网络文化中不免存在“暴力、黄色、利己主义”等消极文化以

及与中国主流文化相背离的西方价值观念文化。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选取符合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又符

合独立学院学生需要的内容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依旧需要教育者的不断努力。

２．３　理想信念教育载体受到挑战
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载体也会受到挑战。一方面，课堂教学中以教科书为主

要载体的传统教学载体受到挑战。教育者往往习惯仅讲授教材上的内容，这很有可能降低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影响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并且形式多样的网络资源也需要选择适合这一资源的载体来实现

其最大价值。另一方面，网络载体也会受到挑战。网络载体与传统教学载体相比虽然更具吸引力，但网

络中影响理想信念教育的消极成分如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等都有可能渗透在教育过程中。与此同时，当

前利用网络载体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形式也比较单一。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网络教育载体的创新也

不容忽视。

３　互联网背景下加强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途径
互联网给独立学院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我们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

过程中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３．１　充分利用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的合力
课堂教育指教师通过课堂这一载体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把学生培育成社会所需要的人的一种

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在问及“你认为学校教育对理想

信念树立的重要程度”时发现：４０．４５％的学生认为很重要，４２．７３％的学生认为重要，可见学校教育对
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网络教育是指以网络为教学载体进行的一种无时空和地

域限制的交互式教育方式，它集资源共享、灵活方便、交互性强等特征于一身。因此，网络教育作为理想

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对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独立学院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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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单方面的教育方式是不够的，教育者要在充分利用课堂载体的基础上实现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

的密切融合。

首先，实现课堂教育内容与网络教育内容的密切融合。一方面，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网络阵地建设，利用网络平台传播中国的主流思想［１］。教育者也可以建立主

题网站作为弘扬主旋律的途径，在主题网站上利用重大事件纪念日等来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并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创建丰富、独特的网络教育内容体系。大部分独立学院学生从小在较好的

家庭经济条件下接受教育，他们的思维活跃，见识广，对新颖的事物更加敏感。教育者要充分利用网络

这一媒介关注社会热点与实事，在此基础上有创造性地选取合适的并具有个性化的内容来开展教育。

如可以将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融入互联网构建网络文化课堂，用集校园文化和先进网络文化为一体的文

化教育来代替纯知识传授的理想信念教育。

其次，实现课堂教育方式与网络教育方式的密切融合。当问及“你所在的院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的方式是否丰富”时发现：４２．２７％的学生认为较少，１４．０９％的学生认为很少，只有１１．８２％的学生认为
方式较为丰富。因此，教育者要丰富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第一，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改变传统

大班教学、ＰＰＴ展示的教育方式，通过论坛、微信、各种手机ＡＰＰ等实现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引导学
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和自学能力的提升。建立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交流网，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

动权。在网上积极搭建学生学习的交流平台，供学生开展对重大热点事件、爱国主义事件等的讨论，但

教育者在学生开展讨论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正面引导。第二，教育者可构建融知识性、趣味性、思

想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２］。在网站的建立过程中要注意网站的页面设计，做到既美又新，在此基

础上再把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融入其中，让学生产生共鸣，达到潜移默化、自我教育的效果［３］。第三，

发挥网上正面舆论的引导作用［４］。网络的平等开放性使得网络信息的流传不受时间、地域的控制，但

网络信息中存在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信息，在这种信息的充斥下很有可能会形成错误的舆

论强势，对独立学院学生的理想信念产生负面影响。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应充分发挥正确舆论的强大

势头，利用网上的正确舆论来影响学生。

最后，实现课堂教育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密切融合。话语既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效沟通的重要载

体，也是教育的重要实施中介，恰当的话语方式能加强学生对话语的接受和理解［５］。课堂教育是理想

信念教育的主渠道，但从课堂教育中可以看出，教育者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说教、

灌输”式的话语方式。这一单向的话语方式可能枯燥无味，话语内容也比较空泛，话语方式带有一定的

强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相反，网络话语往往能实现师生之间的双向互

动，其话语方式也因为“微博、微信群、ＱＱ群”等话语载体而变得丰富，且网络话语极具创造性，更贴近
生活［６］。基于独立学院学生的特征，用这样的话语方式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往往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因此，教育者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实现课堂教育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密切融合。

３．２　充分利用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
调查显示：独立学院学生对“理想信念”一词的认识６１．３６％来自学校教育，１５．４５％分别来自家庭

教育和社会教育，７．７３％来自网络。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社会教育是理想信念教育的依托，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作用。

家庭教育对子女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一方面，父母要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应该先约束好自己，主动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且不利用

网络浏览不良信息和做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要起到真正的榜样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家长要教育子女

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和正确使用网络。独立学院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接

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更多，如果控制不当，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社会教育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应组建高水平的信息技术软件开发团队并完善技术监管体

系。社会相关部门应对信息技术软件开发团队予以大量的资金支持，鼓励技术人员开发符合学生身心

特点的教育软件和手机ＡＰＰ，创建除红色资源外的其他网络教育平台，注重网络平台的美感设计和个性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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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实现各网络平台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网络法律法规建设应不断加强。相关部门应加强网络

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对网络“黄、黑、灰色”文化的打压程度，切断有害信息传播利益链条，对传播与社会

主义主流价值文化相违背的信息的不法分子依法严惩，为学生理想信念的培养创建更好的环境。总之，

独立学院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合力。

３．３　充分利用理论知识教育与现实问题教育的合力
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实问题的解析亦能促进自身的发展。理论知识主要是指与理

想信念相关的概念、基本价值和判断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

及中国梦的相关知识等。现实问题教育指通过解决与学生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来启发学生，从而

促进他们正确理想信念的形成。与此同时，理论知识教育和现实问题教育都能够为独立学院学生正确

理想信念的形成提供厚实的基础。

首先，让学生明白理想信念的相关概念及其重要性。在调查学生对“理想信念”一词的认知程度时

发现：４６．３６％的学生对其略知一二，８．８２％的学生对其一概不知。为此，教育者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向学
生讲述与理想信念相关的理论知识。如理想信念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等。与此同时，要

让学生明白与理想信念相关的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独立学院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

弱，但又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因此，教育者要避免单调的理论讲授，可以采取观看与所要讲述的理论

知识相关的电影、纪录片、演讲等方式让学生自主的对这些理论知识表示认同并明白其重要性。

其次，现实问题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对“你最关注理想内容的哪一方面”这一问题展开了调

查，结果显示：有高达５０．９１％的学生最关注的是生活理想，２６．８２％的学生最关注的是职业理想。这些
理想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独立学院学生在生活中关注的往往是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只

有解决了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更好的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教育者可通过网络调查了解学生面临的

学习、生活、情感方面的实际问题和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立足学生实际，着实重点解决学生密切关注

的问题。如对学生的就业问题，教育者可通过在网上建立公众号、微博、微信群等方式为学生就业提供

信息平台［７］。

最后，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现实问题教育的融合。一方面，教育者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向学生开展

与理想信念相关的理论知识教育，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教育者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

来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丰富理论知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４　结语
互联网为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教育者要抓住机遇、迎

接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的合力、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理论知识教

育与现实问题教育的合力，进而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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