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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与思政课的结合成为培养大学生德育的重要途径，网络思政教育也在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网络思政教育在大学生德育引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前要明析思政教育的“德育”与“智育”，正确认识到网络给大学生德育发展带来影响，利用网络赋能

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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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network and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
tion, and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lso occupied an increasingly im-
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present, we should clearly analyze the “moral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educa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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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use network to empower college students’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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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育之争：思政教育的“德育”与“智育”之争 

学科德育旨在让教学回归育人本位，以充分挖掘并合理转化学科育人价值[1]。学科智育是全面发展

教育的重要组成，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系统学科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活动[2]。长期以来，社会对教育筛选功能的强化导致了教育目的狭隘、教育手段单一的传统教育观，以

“应试升学”为终极目标的教育观致使教育功利化、唯智论、唯分论等。受考察与评价的重视度和方法

等因素影响，学科德育在学科教学中存在难落实、易忽略，与学科智育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故融合学科

智育和学科德育是实现各学科课程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落实“德育为先”战略主题和“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3]。 
1) 思政课是一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政治课程，兼有“德育性”和“智育性”的特点，但德育

性是其根本属性[4]。首先德育在思政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德育为智育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学生

具备正确的道德观念、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大学生德育的培养和网络思政教育相辅相成，

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内容，不局限于课堂和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利用网络的力量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认知与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现内

化与外化的统一。 
2) 智育通常理解为是培养学生的智力素质，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创新能力等。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这一点尤其突出，正是因为应试教育的框架困住了学生，一味地灌

输知识，刻板地强加训练，最终得到的效果并不是学生整体能力的提高，而是让学生沦为做题的机器，

严重缺乏创造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所以后来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与智育

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良好的德育素质学生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无论是对学

习还是实践都能够有自己判断衡量的价值导向，更好地认识自我，从自我出发，实现人生价值；智育素

养的提高不仅给学生更多的认识社会了解世界的途径，获取更多更加有效的学习资源，智育能力的提升

使得学生对德育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更容易接受德育的内容并在实践中完成。网络思政教育是学生的

德育与智育发展的媒介，为学生的德育与智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网络平台可以打破时空界限，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内容，从自身出发成长为具

备智慧才能与道德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3) 思政教育的德育与智育争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陷入知识点的陷阱，德育与智育不是对立

关系，从教育目的层面去看待德育与智育之争，立足学生的发展，不能把教育割裂开来，所有的教育最

终指向的主体是学生，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所有的学习最终指向也是让学生学会自我学习，特别是处

在网络化的时代，AI 技术、短视频、数字智能等方式可以成为我们的借力去克服种种困境，尤其是网络

思政教育要培育学生智育和德育的创造性。对网络思政教育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既是教师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廖海娟 
 

 

DOI: 10.12677/ae.2024.1481598 1617 教育进展 
 

教师的要求也是对学生的要求，既是学生提升自我的机遇也是对自我的挑战。清晰思想教育的德育和智

育是学生认识自我、学习知识、走进社会、服务人民的重要基础。 

2. 双刃之剑：网络给大学生德育发展带来影响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给大学生德育发展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

方面看，网络丰富了德育资源，提供了海量信息，各种社会热点事件、道德案例、人物精神等为大学生

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高，但是对于网络思政教育的认识程度不深，仍停留在表

面，此外网络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德育不再局限的课堂和校园，既可以参加学校里的实践活动又能

线上进行知识点的学习，实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也突出体现了时效性和针对性

的特点，德育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上，要让学生学会利用网络进行德育，

网络的便捷恰恰弥补了德育培养是一件细水长流的工作，针对性表现在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育内容的

针对性，教育平台的针对性，网络是有活力有生机的新兴实物，网络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学生德育的互动

性，由于便捷性、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聚在一块探讨自己困惑的问题，任何

人都可以有不同见解，她们进行讨论、分享、辩论、反馈这大大提高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独立性和辨析问

题的能力。从消极的一面看网络带来的泛娱乐化需要着重注意引导，网络世界花花绿绿，各种东西都有，

网络只是学生去学习的工具手段，要在网络面前保持清醒，对网络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部分大学生沉迷

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虚拟世界，反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交往、责任、道德，[5]这种网络沉迷对学生

来说往往后知后觉，长时间下去导致与现实世界的脱节，对道德的漠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与自律，

一些大学生也可能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如网络欺诈、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大学

生的道德素养，网络信息繁杂，由于经历缺乏，短时间难以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这也是大学生容易迷

失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网络对大学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教育工作者能够正确的利用网络优势，提高学生的道德

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让学生明白网络责任的重要性。从学生主体出发，平

衡网络娱乐和社会责任感中注重德育内容的渗透，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

会公德的学习和认同，增强责任意识，既享受娱乐也实现了熏陶德育，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价

值观。平衡网络娱乐和大学生德育价值引导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坚持，多方入手，注重教育，

培养自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 创新之策：网络赋能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念 

思政课的教学理念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德新时代青年。网络思政教育不仅在方式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在内容上也赋予了新的价值意

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1) 要做到道德伦理的坚守。在网络中学生是非常容易迷失自我，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与虚假性和

学生群体的单纯性导致学生在网络中容易受到伤害。网络中存在着大量不实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去进行

辨别，提高自我辨别能力。同时在互联网上也要遵守网络规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互联网上出现的

网络暴力、传播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等都是网络道德缺失的表现。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坚守网络道

德伦理是培育德育素养的重要途径。如当前的电信诈骗对大学生群里造就了巨大的伤害，大学生已成为

电信诈骗最主要的受害者[6]。 

2) 强调社会责任的担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体现大学生德育素养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在网络社会

还是在现实社会，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社会成员的一份子都要能够做到承担责任，履行义务。通常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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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公益活动等等去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对

待网络世界的东西更要发挥辨证思维能力，辨析网络的真假，网络活动也是真实有效的，网络活动与现

实活动的区别就在于线上与线下的关系，但并不是说只有线下的活动才是真实有效的，恰恰相反，正是

由于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给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线上各种活动的组织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且大大提高了活动效率，所以把握机遇，在网络活动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如 2024 年的“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食品安全”志愿宣传活动等都是通过线上网络的

方式号召大学生积极参与。 
3) 创新与自我管理。首先网络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平台，是学生学习思政教育的

平台，也可以是学生培养创新创造能力的平台，网络给她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开展

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如创业、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可以为自己的

未来发展和职业规划打下重要基础。其次关于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方面涉及很多内容，有学习、生活、交

往等等，网络的诱惑是大学生坚持自我管理的一个挑战，合理安排上网时间，避免沉迷网络，增强自我

约束，遵守网络行为规范，树立良好的网络形象。积极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在参赛的过程中学习

知识，学会交往，把网络变成走进世界舞台的加速带。 
网络作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对于塑造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高校

和社会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利用网络赋能核心价值观念，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与鉴别能力，社会责任担

当与创新自我管理能力，助力她们成长为具有高尚品德和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

展的主力军，受到社会思想影响的表现最为突出，所以要在社会实践中深化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引导。作

为思政教师要抓好网络思政教育的风向标，秉持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仅仅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人才的目标，积极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增强思政课的生命力和时代性。讲好网络思政课，引领

学生德育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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