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新媒体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与思考 ——
以北京Z大学“思想静界”思政课新媒体矩阵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肯定和鼓励新媒体

、新技术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中的运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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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号）明确要求加强学科教学体系，把新媒体新技术引入高

校思政课教学。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走进“思政课智慧教室”亲自感受，用

意深远。

从2018年起，笔者主讲的北京Z大学“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通过引入网络新媒体，搭建起由思政类微信

公众号、抖音、哔哩哔哩（bilibili）、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等多个网络新媒体平台组成的“思想静界”

新媒体矩阵，在网上网下、课内课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频共振中，有效提升了思政课的亲和

力、针对性以及学生获得感。以“思想静界”思政课育人矩阵教学实践为例，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深刻

认识在思政课中引入网络新媒体的必要性，在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深入探索网

络新媒体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和实践策略，将思政课的传统优势与网络新媒体信息优势有机融

合，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一、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引入网络新媒体的必要性

近年来，媒体社会加速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下，引入网络新

媒体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

（一）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学习方式的新变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和其他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都必须与学生的学习习惯相适应。网络新媒

体时代，高校学生学习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高校学生信息获取的网络新媒体化。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网民中，学生最多，而绝大多数中国网民都是手机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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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民中，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4.5%和90.5%，用户规模分别达9.75亿和9.34亿[2

]。生于2000年以后的高校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互联网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学习

的各个方面。网络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的开放包容使得高校学生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

的环境之中，信息资源获取的速度快、范围广，让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及

传统媒体，而是更加青睐于从新媒体中获取信息资源。网络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和抖音、哔

哩哔哩（bilibili）等视频平台在缩小数字鸿沟、提高知识信息获取率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网络传播优

势，已然成为高校学生接触社会思潮、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渠道，形成与高校思政课、高校思政工作

并行的重要思想舆论场域，影响着高校学生意识形态的塑造，给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带来了新机遇。高

校学生对网络新媒体平台上视频传播的需求，已经引发教育界广泛关注。

第二，个性化、碎片化、娱乐化、自主化学习特征明显。当代高校大学生成长于重视综合发展、突出

个性发展的学校教育生态中，尤其是在网络社会时代，逐渐适应了学习资料和考核作业都个性化、网

络新媒体化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别正在不断缩小。进入高校后，网络新媒体资源的

丰富，一方面激发了高校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主体意识，增强了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也使

得碎片化学习、娱乐化学习、浅表化学习的特征更加突出。哔哩哔哩（bilibili）、微信公众号、各类

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中有越来越多的知识类博主入驻，从“罗翔说刑法”“金灿荣教授”等知名学者，到

考研、科研在内的各种“素人”学习博主越来越多。以青年人的聚集地哔哩哔哩（bilibili）为例，“B站

是用来学习的”仿佛成为大学生学习新常态。只要想学、想分享，不论多奇怪的小众话题，都能找到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探索。网络新媒体平台不仅给名人和“素人”提供了思想比武的平等环境，其及

时交互性、社群互动性也满足了高校学生发表见解、寻求认同的心理需要。随着近年来高校“金课”建

设的全面推进，高校学生更加趋向于从网络新媒体中获取资源拓展学习。“几分钟看一个小视频”“睡前

刷一下公众号”的碎片化学习已逐渐融入生活习惯，这也表明高校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在缩短是一个不

可回避的事实。

（二）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对思政课的新诉求

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对高校思政课最突出的诉求来自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第一，引入网络新

媒体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对网络热点的关注，课堂教学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中

小学教育中多媒体教学内容已逐渐丰富等方面因素，使得学生进入高校后希望思政课是开放而非封闭

的，是鲜活而非呆板的，是互动的而非单向的。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高校学生面对长时间

的网络授课，更加倾向于以网络新媒体的形式丰富思政课堂教学。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转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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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主动熟悉并掌握新媒体新技术，以网络思维和用户思维重新审视和塑造课程形态。而事实是，

由于教师队伍信息化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以及部分思政教师对课堂中引入网络新媒体可能增加不确定

性的担忧，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关于网络新媒体应用于思政课教学的观念和技能均有待提升。不

可否认网络新媒体有其局限性，因此只有恰当地结合教学主题、教学设计来运用网络新媒体，才能更

好地推动传统课堂教学改革创新，不断提高亲和力和针对性，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喜爱度和获得感。

第二，在高校思政课的网络新媒体应用中提高思辨能力。高校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

成型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高校学生频繁接触多元文化、容易被各类思想影响的“暴风骤雨”时

期。因此如何把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方向，避免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是教育者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这也正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意义所在[3]。新时代高校学生敢于、勇于在互联网舆论场中

发声“亮剑”，但在新闻、反转剧层出不穷的后真相时代，面对“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海量信息，高校学

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媒介素养和思政能力，就很容易“翻车”，伤及自身，这需要思政课教师予以正面引

导。在一次又一次网络“出征”中，正处于青春期的高校学生很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的思想、语言和行为

倾向，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规则和思政课教学等多方面提高警惕。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自然

肩负着提升学生思政能力的责任，通过在教学中引入和阐明网络观点及观点背后的媒介逻辑，引导学

生在思政课中积极运用网络新媒体，帮助学生在思政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来辨别网络传言、谣言、箴言，保持平和、文明的大国国民心态，理性发声，不偏听偏信、不盲从。

（三）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的新特点

第一，网络新媒体开辟了链接“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的新空间。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无法突破教

学容量的有限性和教学内容的规定性，教学活动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入网络媒体

时代后，传统的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仍存在的填鸭式教学、“老师与手机抢学生”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网络新媒体平台多样、传播内容广、传播速度快、即时互动性强，让高

校思政课教师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教学，可以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对原本设计好的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

性地即时拓展和补充，减弱时间、空间对高校思政教育的限制，提升教学的时代感。“00”后大学生群

体对移动终端、新媒体平台有着极高的敏锐度，能够迅速适应并融入。借助学生广泛关注的新媒体平

台，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的优势和潜力，将现代化信息技术深度融入，自觉将“社会大课堂”和“思政

小课堂”相链接，在经历中成长，让思政课活起来，能够增加思政课堂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第二，网络新媒体影响着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网络话语权。网络空间意见领袖掌握着极大的网络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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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持续输出的巨大信息洪流包围和冲击着高校学生头脑。比如，高校学生不一定会事事援引学术

类专业数据库，却可能“把微博当百度用”，容易以点代面地得出错误判断。虽然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建

设在不断推进，但网络中的谣言、暴力内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屡禁不止，高校学生在网络上自由接

收与反馈网络信息具有极大风险隐患。在当前网络空间舆论场中，相比于意见领袖的话语权，高校思

政课教师的网络话语权有待建构。针对这一问题，网络新媒体引入高校思政课已取得一些成果，如高

校思政类公众号建设、思政课微电影制作、社会实践Vlog（网络视频日志）等，思政“网红老师”也备

受关注。如何把网络新媒体这一变量转化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增量，引导高校学生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主动学习、了解、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提高网络思政育人能力，在

网络新媒体舆论场中，弘扬正能量，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日常思政育人和隐性思政育人，画好网

上网下“同心圆”，发挥线上线下思政课程合力。同时还要注意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效果和效率的统一

，避免思政课娱乐化。

二、网络新媒体助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三重路径

“思想静界”思政课育人矩阵运营4年来，服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设计，围绕学生成长的思想需求

，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内容为王的思路和师生共建的方式，探索出了网络新媒体赋能高校思政课的

有效路径。

（一）守正创新：在夯基固本中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

将网络新媒体引入高校思政课，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进一步

提高思政课思想性和理论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第一，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启发时代新人使命担当。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

思政课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思政课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通过引入网络新媒体推进

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我所用，开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明确，在运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思政课教学时，要让网络新媒

体服务于高校思政课教学，运用网络新媒体来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重启发学生增强

时代新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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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以“思想静界”微信公众号为主体的思政课育人矩阵的过程中，笔者践行“政治要强”这一思政课

教师首要素养要求，紧跟学生关注的网络热点，挖掘理论问题，以政治讲学术，在网络新媒体平台及

时引导学生解开思想困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达到启智润心的效果。

2020年5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青年学生聚集地哔哩哔哩（bilibili）制作的《后浪》五四演讲短视

频，以上一代称许的口吻赞美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该片一经发布便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广泛共鸣，也

让中国“已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观点引爆网络。笔者第一时间从主流

价值观立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网络育人导向等角度，提出“‘后喻文化’也需要引领”的观点，指出面

对“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素ᱧ푶蒂穧⼠᷿⡯岖遠❥妀눀

方式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价值引领。《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网于5月7日刊发《“后喻文化”也需要引

领》一文，光明网等媒体随即转载。

第二，善用网络新媒体传播规律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引入网络新媒体要兼顾工具

理性与价值理性。一是善用网络新媒体传播优势让思政课教学活跃起来。“活跃说”是指以传统课堂教

学为主，用新媒体的互联网传播优势提升课堂教学部分环节的育人效能，达到活跃课堂的效果。笔者

从2018年起，先后在课堂教学中设计了“来自四年后自己的一封信”和“一封红色家书”作业和课堂活动

，分别对应“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人生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部分授课内容。教师引导学生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撰写、朗读、邮寄一封穿越时空的特殊来信，将当年课堂

朗读的精选片段、采访片段和4年后的重读片段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传播。学生们穿越时空，在与自己

的故事、与革命先辈的故事对话中，收获关于人生的启迪和爱国奉献的启示。除此以外，“我为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代言ᵻ䥾뽎뽎୭㭒ꡎ徃띟靎虛晵罬�葓쉎๔豙綋쐰Ɏ豦⽢詣兾�끚鉏协궉쑟讋ꥠᴀ

政课教学鲜活起来。“鲜活说”是指高校思政课教师要遵循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坚持用户思维，以

高校学生的成长需求和思想困惑为出发点，以思政实践为着力点，创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形态，让“思

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连，带领学生们在经历中学习，在网络新媒体中讲好中国故事。在思政课

程教学实践中，笔者根据学生成长特点，选择主要以原创视频这一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形式配合

课堂教学，让学生亲身参与，融入学生自己喜欢的流行元素。比如，笔者指导学生制作了系列“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微视频，紧扣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推出了原创视频《揭秘！大光明村的振兴密码 北航

思政老师带你看！》，将传统课堂延伸到抗疫一线、延伸到田间地头，让学生直观了解伟大战“疫”中

党的领导和凡人微光，了解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真实带给乡村的巨大变化。所有的原创视频

都将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要位置，涵盖了微电影、微党课、原创歌曲MV、音乐电视等体裁，鼓励

学生从不同身份角度运用新媒体技术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引导学生在网络空间唱响主

旋律，弘扬正能量。同时让学生更加理性地了解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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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为王：在突出主题主线中定制思政课媒体议题

互联网传播以内容为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也要求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基础上以内容为王，坚

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讲清楚，实现思政课的政

治引导功能。以思政课作业这一载体为例，内容设置大致可分为融入式和专题式两种。

第一，根据教学要点制定融入式思政课网络新媒体实践主题。以融入式为例，除了前文论及的“来自4

年后自己的一封信”（融入人生观部分课堂教学）、“一封红色家书”（融入理想信念部分课堂教学）、

“我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代言 ɥ奛替ख़౻ᒀ֏�䡔뺋ꅎ蘠ᱧ斁䱵멶萀㕑䎔넀﹘ڋ赑斐卟랐ࢇ᷿

——思政课街头实践”和“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大调研”等课程环节。在“来自陌生人的5元钱——思政课街

头实践”中，教师和助教全程指导学生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街头主题实践，确定实践选题、制作

思政纪实视频、完成实践汇报、撰写实践调研报告，了解和反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现状，发

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学生倡议书》，其中部分环节在线上进行。针对网络空间存在的道

德和法治问题，笔者引导学生开展了“网络匿名性与网络道德相关性”以及“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影响行为

主体网络道德的三重维度”等网络调研，通过网络调研、网络报告、网络评议的形式，带领学生了解网

暴事件、网络谣言等发生和传播的过程、特点及机制，了解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措施和成就，引导学

生谨慎触网用网，加强自我网络道德建设。

第二，根据时政热点和网络焦点确定专题式思政课网络新媒体作业主题。以专题式为例，笔者根据“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要点、学校特色、时政热点和学生兴趣点，在2019年指导学生完成了“我和我

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70秒原创微视频100余个；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成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

特殊历史时刻——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上设置了“光辉之路——我讲百年党史故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伟大抗疫——我身边的抗疫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空天报国——我讲航

空航天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航空航天精神），“百年百城——我和我家乡的故事”（见证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大主题，创作系列原创微视频100余个，编写制作微信公众号文章120余篇

。其中原创微电影《战疫——齐心》《致信仰》《（中国梦我的梦）梦的颜色》等优秀作品在“思想静

界”微信公众号、腾讯视频、抖音视频平台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推出后广受关注；结合信息化专业制作的

游戏场景视频《我和我的祖国》、原创音乐电视《闪光的日子》等作品突出了思政课的专业性，也让

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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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生共建：在坚持教师主导性中发挥学生主体性

共建共享的开放性是互联网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在高校思政课中引入网络新媒体也离不开思政课教

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办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新时

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在将网络新媒体引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中，尤

其要注意学生在网络新媒体场域和传统课堂教学中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教师主导性的充分发挥

。

第一，将教师主导性贯穿于网络新媒体的话题设置、实践构思、平台播放等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

不例外。但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工具优势和思维优势,传

统思政课堂中的师生施与受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引入网络新媒体后的高校思政课，学生不完全

是原本传统课堂中的接受主体，而是更多的开始发挥自我探索、自我教育的主体性。这并不意味着在

网络新媒体应用于高校思政课后就将所有的主动权、话语权都交到学生手中，事实上这也是不符合学

生成长规律和教书育人规律的。根据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模型，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型主要通

过主导方设置议题，选择传播内容的主题来实现。笔者始终坚持当好课程“掌舵人”和“把关人”，在结

合教学要点、时政热点和网络焦点中检索学生兴趣点和思想困惑点，首先给学生划定思政实践的范围

，然后在话题设置、实践构思、成果制作和平台播放等各环节进行全过程主导与指导。面对纷繁复杂

的网络世界，高校思政课教师只有坚持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事而化，才

能“旧瓶装新酒”，将老话题常谈常新，让学生愿意去了解故事背后的道理、事理、哲理，达到凝聚学

生共识、提高学生政治认同的教育效果。

第二，在朋辈协作中发挥学生主体性。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也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4]。在思政课主题视频制作中，学生

在笔者划定的选题范围内自主命题、自主策划、自主编创、自主拍摄、自主制作和传播，在不同的题

材和体裁中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的实践故事，创作出

了一大批有观点、有温度的原创新媒体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媒体技

术支持培训。“思想静界”矩阵团队连续三年为张静主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提供媒体助教朋辈支持

服务，同时定制了第一季“静姐的课·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系列讲座”和“全国大学生抗疫联合网络宣讲”

等思政公益实践。学生纷纷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思想水平得到提升，能够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还提升了新媒体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根据近3年的跟踪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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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以上的学生表示“媒体团队指导到位”，效果“满意”。学生新媒体作品最终会在课堂上展播和讲解

，师生共同评价。这时候教师特别注重提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情感辐射力，即发挥公顷的力量[5]

。许多同学在线上线下贯通的思政实践中收获了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协作团队，并将所选主题和团队

一直延续至后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第二课堂中，在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中继续发挥主体性。

三、网络新媒体应用于高校思政课的实践策略

从整体上审视网络新媒体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实践，需要在打造开放的闭环、提供系统支持、有限

性运用等三方面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应用策略。

（一）打造“思政课-网络新媒体-思政课”的课程闭环

在网络新媒体应用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北航实践中，“思想静界”思政课育人矩阵团队以课程教学

要点和教学大纲为依据，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主题选题池，紧跟重大历史节点、重大时政热点

以及高校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产出思政教学成果。在网络新媒体介入过程中，明确了“标准

统一、多元多样、集中制作、分散投放、实时反馈”的原则，精心制作思政课作品，推动“思想静界”微

信公众号、哔哩哔哩（bilibili）、抖音、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等主要社交媒体多平台协同传播，发挥

育人合力。在网络新媒体端形成的思政专题成果，以及伴随网络热点而即时产生的网络新媒体成果，

作为课上教学资料或课下补充学习资料反哺思政课教学，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库。

（二）为学生提供三个系统支持抵御负面信息影响

在高校思政课中引入网络新媒体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仍存在一个技术门槛问题。这需要思政课教师首

先具备网络思政的相关理论知识和网络新媒体的实践运营经验，同时要注意为学生构建和提供三个系

统支持：思政理论支持系统、制作技术支持系统、媒介运营支持系统。思政理论支持系统是指，教师

要在思政课线下课堂中，系统讲清楚与教学要点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价值观，及其在中国文

化中的中国化实践逻辑，提供网络新媒体作品选题资源。制作技术支持系统和媒介运营支持系统，则

是指学生在完成和输出新媒体作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必要支持。以笔者主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为

例，课程连续3年制定发布《静姐的课·思政课原创视频操作指南》，涵盖主题选题、技术制作、隐私

保护、版权归属、立场把关、资源获取途径等多方面内容，从而让学生在运用网络新媒体进行思政课

学习时，更具操作性和规范化；课程结合学校信息化办学优势，形成了“思想静界”思政课育人矩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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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团队和助教团队，支持网络新媒体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的应用；课程设置的“静姐的课·大学生媒

介素养提升系列讲座”线上公益活动也为学生们即时提供媒介图、文、声、视频表达培训，帮助学生从

敢于发声向善于发声、理性发声转变。

（三）以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化解网络新媒体的局限性

不论应用于高校思政课的网络新媒体具体是哪一种或多种，其都有自身局限性和在思政课育人系统中

的功能局限性。发挥网络新媒体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优势作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功能的

局限性和自身的内在风险。首先，“键对键”“屏对屏”永远取代不了“面对面”的温度和细腻。高校思政课

要长久地发挥启智润心的作用，必须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上下功夫。所有的网络新媒体文章都必须基

于课堂教学。思政课教师要警惕以新媒体的形式消解思政课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的倾向，统筹好

线下课堂、网络新媒体线上课堂、思政实践第二课堂3个课堂空间。其次，网络空间也是风险高发地

带，面对错误思潮的无孔不入，思政课教师必须带领同学们提高政治辨别力和理论定力，提高思政六

力：网络信息辨别力、网络场域表达力、时代新人网络道德力、网络舆情识别力、网络议题设置力和

网络空间党员形象塑造力。唯有如此，才能帮助学生用政治思维驾驭网络思维，以网络新媒体训练思

政能力。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离不开对网络新媒体的恰当运用。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

中改进，有利于在高校思政课中合理使用网络新媒体，引导学生在个人与集体、中国与世界、过去与

未来的交织中，提升思政能力，坚定“心怀国之大者”，为自觉成长为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矢志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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