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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微思政及党建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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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微思政及党建工作已成为高校素质教学中的重要部分。 同时，“互联网+”时代也给
高校思政教育及党建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本文基于高校思政教育和党建工作特点，提出具体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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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计算机诞生至今的几十年里，计算机逐渐改变了

人类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 80 年代互联网在美国建立，意味着
信息时代到来。 互联网影响范围之广， 几乎覆盖社会群友领
域，高校思政教育及党建工作也深受其影响，近年来，我国逐
步实现教育信息化、政党信息化目标。 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及
党建工作与互联网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高校微思政及党建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高校微思政的发展历程
思政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五十年代建国

初期，北京大学等高校率先提出培育“又红又专”社会人才的
高校教育目标。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部分高校发挥自身积极
作用，将理论优势运用到实际政治活动中，并成为政治问题探
讨辩论主阵地。 改革开放初期，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部分
高校思政教育出现偏差， 大量高校学生偏离社会主义主流价
值观。 因此，我国教育部及国家相关部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愈加重视， 提出将思政教育工作与高校学生素质教育有机结
合、紧密联系。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普及，
高校思政教育逐渐向互联网转移，进而产生“微思政”新型教
育模式。

（二）高校党建工作发展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使其。 1979

年邓小平提出， 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并明确要求高校党组织发挥出思政教育核心作用，加强对
校园思政工作人员的领导。1989 年 6 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国家领导团队尤为重视高校党
建工作，先后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通知》等一系列相
关制度。 明确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任务及方向，为高校党建工
作进程提供坚实的领导后盾。 近年来，党建主体由国家政府部
门逐渐向高校学生发展， 将学生思政工作和党建工作置于重
要位置。

二、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微思政及党建工作发展策略
（一）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微思政发展策略
思政教育是社会群体以正确的政治观点、 思想观念、行

为规范，有目的、有组织的引导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发展需
求、正确道德观念的教育行为。 微思政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是对传统思政教育模式的创新改革， 是思政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 然而，我国微思政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存在问题，一方面，在
高校微思政实际应用中，平台管理者接收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基于微思政教学特殊化性质， 管理人员应为微思政中的各位
信息，制定科学、合理、清晰的标准。 从理论角度审视，微思政
是全新的思政教育发展形态。 因此，高校思政教育人员，应掌
握教育核心，为微思政教育模式提供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传
统思政教育过于强调理论学习，形成枯燥无味的学习坏境。 高
校可通过合理运用微思政，建立微信公众号，将思政教育与互
联网有机结合，进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二）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党建工作发展策略
高校党建应合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加强对党员及预备

党员的精确管理。 将互联网技术中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功
能发挥于高校党建工作中。 一方面，可建立党员数据信息库，
将党组织及党员个人信息准确录入数据库当中， 实行个性化
管理。 促进党组织及时了解内部成员思想活动、学习进程等具
体情况，并通过不同情况对党组织人员进行政治教育。 另一方
面，高校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虚拟空间，促使高校学生积极参与
到党建活动中。 思政教育人员可以党建为主题， 利用网络空
间，模拟召开班会、研讨会、辩论大赛等活动。 在扩大党建号召
力同时，吸引更多学生投身于党建工作当中，充分发挥互联网
技术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在“互联网+”背景下，依靠网络技术开展高校微思政及党

建工作符合社会发展形势， 互联网应用于高校思政教育和党
建工作中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 因此，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及党
建工作应除旧推新， 将互联网技术与思政教育及党建工作有
机结合，开创高校发展新时代。

参考文献:
[1]朱宏胜 ,张玉 .“微思政”在应对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

中的比较优势 [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04):119-120.

[2]陈红梅 ,李加亮 ,涂苏琴 .微信平台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
运用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6(01):96-100+95.

作者简介：
王久鹏 （1989-），男，汉族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助

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自然
大的帮助。 计算机教师应帮助学生对计算机理论知识进行更
好的理解和学习，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因材施教，还要对学生
定期的开展计算机能力培训， 加强每一位学生对计算机知识
的学习，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计算机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创新能力是创造的来源，只有好的创新思维，才会创造好

的作品，创新能力在计算机学习中尤为重要。 计算机专业教学
不止是教会学生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以及方法， 还应根据学生
的性格特点、行为作风，来设计具有特色的计算机软件。 教师
应引导学生， 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 行为方式以及兴趣爱好
等，对他们进行辅导，因材施教，激发出学生的最大潜能，提高
他们对于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掌握。 由此可见，在计算机专业学
习时，提高学生对于事物的认知能力是有必要的，而且起到关
键的决定作用。 老师不应该轻易地否定学生的思想，抑制学生

的求知欲，因为创新不能被抑制，更不能在思维定型中生成。
教师应鼓励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在满足社
会需求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计算机软件作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职业学校中，学生的职业能力是重中之重，

作为一名计算机教师， 应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作为计算机
教育教学的重点内容，在教学生学会计算机的同时，还要使其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使教育质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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