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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实现网络空间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深度融合，信

息化时代要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空间治理，进而掌握高校思政网络空间的话语

权。 当前，网络空间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错误思潮蔓延、网络空间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不充

分、网络空间话语转化滞后等挑战。 高校应适应信息技术发展要求，明确网络空间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障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文章通过强化网络空间宏观规划，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全局性；创新网络空间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感；强化网络空间话语转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整体提升信息素质和意识形态能力，

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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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
学生重要的思想文化生活场域，对大学生的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依法加强网络空间
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
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 做到正能量充沛、
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1]。这一重要论述对新时期高校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因此，面对网络空
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如
何提出有针对性的网络空间治理路径，进而掌握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为大学生营造春风化雨的
网络空间，成为当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需要
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治理的必要性

信息技术构建了网络空间的人类生存环境，给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本质影响。 “网络空间与高校思
政教育具有实践共生性、社会同构性、公共渗透性等
协同特征”[2]。科学认识网络空间与高校思政教育是基
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政教育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信息技术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
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进入网络时代、融
媒体时代、 云时代或微时代，5G 时代也悄然来临，对
人类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第 46次中国互
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中
国网民人数已达 9.40亿，互联网使用率达到 67%。 [3]

互联网开启了新的时代，影响和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发展。 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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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层面的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现，对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信息技术的生存特
征与传播环境具有开放性、丰富性、渗透性和虚拟性，
适时吻合大学生追求虚拟社交的心理特征， 特别是
“零零后”大学生呈现出“媒介化”的生活样态。而媒介
泛娱乐化不受宏观环境的左右，难免会出现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层面的偏差，给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消极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沉溺于虚幻的网络空间，网
络传播具有即时性与交互性，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
呈现鲜明的多样化特征，其中一些良莠不齐的价值观
念充斥网络空间， 一旦出现煽动性的网络热点问题，
大学生网民容易不辨真伪，跟风互动，网络传播迅速。
如未能及时做好网络预防，则会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造成危害。 面对信息技术呈现的新形态，如何引
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信息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
主动接纳信息时代所涌现出的新事物， 积极应对信
息时代变化所面临的新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在强化
自身发展的同时， 按照其所承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把 “榜
样”的力量融入其中，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治
理在网络空间的主导作用， 推动信息技术整体健康
发展。

（二）实现网络空间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
深度融合

网络化、数字化、云存储等信息技术所构建的虚
拟网络空间， 是大学生获取各种信息资讯的重要平
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拓展自身原有空间，又
需要与信息技术构造的虚拟空间实现恰如其分的融
合。 目前，由“互联网、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
制系统、数字设备及其承载的应用、服务和数据等组
成的网络空间”[4]，成为文化碰撞、价值交锋、思想激荡
的主要空间场域。 大学生沉浸在发布信息自由、话语
权平等的网络世界，寻求展示自我个性，随心所欲，一
吐为快，有时难免自我膨胀，甚至迷失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方向，出现道德滑坡、人性裂变等不良倾向。同
时， 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体借助网络空间妖言惑众、诋
毁英雄，甚至蓄意颠覆国家政权，而一些大学生的心
智尚不够成熟，在扑朔迷离的网络信息中，难以明辨
是非，容易盲目跟风，走向极端。 因此，需要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信息技术构造的虚拟网络空间中，并且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肩负起维护意识
形态的历史使命， 占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阵地，引
领大学生运用网络信息中的正能量武装头脑，成为新

时代有所作为的生力军。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单一化的教学方式已经不

能适应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开放的多元化教学模式，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彻底打破传统教学方式，基于互
联网技术赋能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时空边界 [5]，实现教
学时间的无缝对接、教学角色的广泛连通、教学内容
的深度耦合，构建虚实一体化的新型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信息化环境。如作为新型学习环境的虚拟红色现实
体验馆，融合了虚拟现实技术与场馆学习理论，突破
时空限制，让学生身临其境实现虚拟参观，进而获得
知识与情感的提升[6]。 只有实现网络空间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空间的深度融合，在新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信息化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需的新知识，进而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
梦想。

（三）信息化时代要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信息技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更高水平发

展，促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更高的提升。 网
络信息空间内容全面、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大学生在
新事物、新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网络社交空间互动频
繁、话语平等、各抒胸臆、轻松愉悦，大学生在网络社
交平台确证自我价值、追求自我肯定。然而，由于网络
信息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海量信息充斥网络空间，鱼
龙混杂，滥竽充数，以假乱真。鉴于网络社交的不严谨
性、泛娱乐化，网络社交平台“去价值化”思潮泛滥，一
些个体或组织蓄意恶搞，戏说历史，出现了价值观导
向偏差的新趋势。 更有西方反华势力渗透其中，在网
络社交平台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诽谤执政党。网
络社交平台衍生出的诸多负面因素，使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导向受到严重冲
击。因此，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汲取网络信息时，
严格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正确导向，保证信息化时代
高校思政教育能够坚定政治信仰， 永葆政治本色，从
而实现健康发展。

信息化时代需要严格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向。一方面，教育对象即大学生，在吸纳网络信息资源
时，需要培养他们的信息素质和道德素养，提高他们
的信息查询能力和甄别能力，摒弃不良信息，牢牢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政治性。 另一方
面，教育者即教师，在传播网络信息时要严格筛选、过
滤和分析，及时将不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负面
信息剔除，将有利于大学生更新知识、增强自信、提高
素质的信息传播，确保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为
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只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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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才能严把
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三、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网络空间错误思潮蔓延
宏观视野是一种历史发展视野，强调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宏观思考与全局性考虑，实际上就是一种整体
观、全局观。在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中，
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则和核心规律，如果
脱离了整体观照和宏观视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有
可能走偏。 在当前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中，由于缺乏
宏观视野，一味追求教育内容的全面性，从而失去对
教育内容的选择性，致使一些不良信息充斥到网络空
间中，对教育者和受教育对象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
先，突出表现在“去英雄化”问题上。 由于缺乏宏观视
野，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网络媒介
充斥着一些诋毁英雄、抹黑领袖的有害信息，冲击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得部分大学生对近现代历史所涌
现出的英雄持怀疑态度，戏说历史，歪曲事实，贬低英
雄形象，污蔑党的领袖，这给当代莘莘学子蒙上了一
层心灵阴影， 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导向。
其次，突出表现在“去传统文化化”问题上，由于缺乏
宏观视野， 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鼓
吹西方文化、贬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负面信息
活跃在网络媒介中，崇洋媚外思潮泛滥，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史被置若罔闻。 第三，突出表现在“去价值
化”问题上。 由于缺乏宏观视野，信息技术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融合中， 网络媒介充斥泛娱乐化的怪相
蔓延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出现亚文化现象，“戏
仿”、“恶搞”现象大行其道，使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
精神脉络和精神特质成为雾里看花。 第四，突出表现
在“去意识形态化”问题上。 由于缺乏宏观视野，信息
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中， 网络媒介中
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体的反华意识形态渗
透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以科学主义之名解构马
克思主义， 蓄意淡化意识形态， 迷惑社会主义新生
代，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因此，如果网络空
间任凭各种错误思潮蔓延肆虐，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网络空场，必然对大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危害对主
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网络空间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不充分
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技术应用，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方法的转变，从而实现信息技
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7]。 但现实存在的
问题是，由于网络空间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未能充分融合应用，致使有些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
上仍然固守陈旧，不求突破，使得正以饱满的热情迎
接信息时代的大学生陷入思想困惑，无法适应信息化
时代的要求。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难觅
踪影。思想政治教育应强调时代感，“地球一个村”“世
界一体化”“网络信息无国界”， 赋予现代信息技术强
烈的时代感， 网络信息不断涌现出新人新事新变化，
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教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
教育教学中就显得较为滞后， 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
伐。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呈现现实情境，寓理
于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始终以德育功能为首，
而传统教学中单纯的说教缺乏说服力，不能起到理想
的教育效果。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培养学生
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如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
跟上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手段和解读信
息能力滞后， 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言行，
只能依赖大学生自我判断、自我选择，也就难以培养
大学生正确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无法达到潜移默
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效果。

（三）网络空间话语转化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拓展和广泛应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话语转化被推到网络场域的风口浪尖。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
教育者和受教育对象用来交往、宣传、说服，以及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
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 ”[8]在信息爆炸、自由开放的
网络空间社交平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对“逊色”，
其话语标准规范、教学内容逻辑性强，难以满足当代
大学生追求活泼开朗、文海掠奇的心理，导致教育者
与教育对象之间的话语转化出现偏差。 首先，话语权
威性削弱。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传播是教育
者向教育对象单线“输灌式”传播，教育对象只能无条
件地接收教育者的信息，自己无权发出信息。 而新媒
体打破了传统的由教育者一直主导的辐射式话语传
播模式，[9] 构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相互平等传播信息
的模式，这种模式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具有平等发声
的话语主导权，削弱了教育者话语传播的权威性。 其
次，不具有吸引力。信息时代的大学生思想开朗、性格
活泼、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喜欢新鲜、新潮
和新颖的网络话语， 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规范、

110



2021年第 5期（总第 337期）

严谨、逻辑性强，其呈现形式只有单调乏味的说教，没
有画面精彩的实景， 无法促使教育对象感同身受，话
语不具有吸引力。第三，对话语权掌控力弱。在信息技
术支持的开放网络空间里，人人有权利即时发布任何
信息、发表任何观点，给一些蓄意挑起并炒作事端的
个体造成可乘之机， 如有网络媒介传播出 “奇闻趣
事”，就会在社交媒体舆论中产生“轰动效应”，引起一
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跟帖热议、转发。而所谓的“奇
闻趣事” 无非是炫耀一些有悖于伦理道德的炫富、色
情、淫欲、贪腐等价值观念，来麻痹现代大学生思想，
图谋改变现代大学生的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导致大
学生出现世界观的偏差、价值观的错位、人生观的迷
失，最终达到使当代大学生彻底迷失自我的目的。 总
之，面对高速运行的现代信息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转化表现相对滞后。

四、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治理路径

（一）强化网络空间宏观规划，体现思想政治教育
全局性

互联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不可阻
挡。 自由开放的网络信息空间，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困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网络乱象层
出不穷，鼓吹一些不诚信、炫富、奢靡的不良社会价值
观，腐蚀心灵，使受教育对象陷入思想困惑。 因此，需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时要强
化网络空间宏观规划，要立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
树人的崇高使命上，着眼于全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战略高度， 融入国家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
下，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提振网络空间治理的信心，
净化网络空间，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
舆论环境，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使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回归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
确的轨道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应有的贡献。

（二）创新网络空间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时代感

信息技术拥有先进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迎
来难得的新发展机遇。 只有抓住机遇，创新信息技术
应用，才能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实现信息技
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会贯通，既能充分体现出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也能形象地呈现出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实景，从而提升大学生获取和解读网络信息

的能力水平。因此，创新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有效推
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提高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质量。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融合应用，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具体
应用，要求教师慧眼识金，将教学内容导入新媒体信
息，教学内容表达新媒体语言，教学内容呈现新媒体
技术，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感 [10]，实现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为大学生提供通俗
易懂的优质教育内容，有效教育引导大学生解除思想
困惑，使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真正成
为大学生认知、进步、积极向上的有力工具。强化信息
技术应用，既要强化应用的深度、广度、力度，又要强
化应用的精度、准度、灵度，不断探索尝试新的信息技
术应用，实现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发展。 在信息技术
融合应用中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培
养现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激发兴趣、调动思维，
为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力提供技术服务保障。
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改进教学方法，解决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
题。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技术应用，是彻底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滞后的必由之路

（三）强化网络空间话语转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吸引力

话语是思想掌握群众的“酶” [11]。 网络空间是信
息传播的平台，也是内容生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像
一个万花筒，由各种各样的信息扮靓，内容丰富多彩，
形式五花八门，但如何能够在这种杂乱无章的节奏中
吹出响亮的乐章引起群体的注目，需要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转变话语表达方式，既要敢于奏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自己的乐章，更要让这支乐章悦耳动听。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主体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
胆创新，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传播模式，
借助微课、慕课、雨课堂等新的传播形式，传播社会
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还要倾听大学生的心声，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平等“发声”。 同
时， 要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术语巧妙地与网络信息
流行语结合在一起，贴近现代大学生“碎片化”视听、
阅读习惯，让大学生感同身受、产生情感共鸣，爱听，
想听，主动听，增强话语吸引力。 此外，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在吸纳网络信息时， 既要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 “教育性内
容”，也要有应对网络信息攻击、为大学生答疑解惑
的“回应性内容”，强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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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技术构建了网络空间，作为现实空间的
虚拟延伸，网络空间孕育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在此意义上，网络空间成为文化碰撞、价值交锋的
主要场域。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融入空间
场域，弘扬主旋律，传播价值观，重塑主流意识形态在
空间场域的主导地位。网络空间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
的重要部分。 我国网络空间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治理尚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通过强化网络空间
宏观规划，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全局性；创新网络空间
信息技术应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感；强化网络
空间话语转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进而提高
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推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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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Cyberspace

LIU Ji1, LI Jiwei2

(1.College of Marxism,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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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al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yberspace and the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overn the cyber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grasp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yberspa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govern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cyberspace perspective is faced with such challenges as the
spread of wrong thoughts in cyberspace, the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yberspace and lagging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in cyberspa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orientation of cyberspace,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 education and guarantee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macro planning of cyberspace, reflec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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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bility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o respond to the dynamic changing needs.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philosophies have failed to meet those requirements very well, and the concept of
"Agility" brings possible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VUCA
era,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meaning of "Agi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nufacturing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definition of "Agility"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four core values for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teractions of development teams over processes and tools; usable
curriculum over detailed instructional design documents; treating learners as collaborators rather than as
customers; and responding to change rather than following a plan. The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concepts of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management. Based on these
understandings, this study finally proposes four suggestions for action in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uilding a "learner -center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unity; carrying out dynamic and fine
management of learning needs; small steps in development, with frequent, procedural delivery of available
courses; process-oriented collective deliberation to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the
co-creation of collective wisdom.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deepen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Keywords] VUCA Era; Agile Philosophy;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gile Instructional Design; Agi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yberspace,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moder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in cyberspace, enhanc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es the overall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abilit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yberspace.

[Keywords] Cyberspa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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