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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 

 

全面构建线上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  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周浩波 
 

    核心提示 

    疫情给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开展线上思政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高校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抢占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制高点，拓宽课程育人主

渠道，筑牢全方位网络育人主阵地，全面构建线上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推进形成“三全育人”

（即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把握大势，抢占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这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次大考，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因势

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能力也是一次大考。高校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化挑战为机遇，牢牢掌握线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抢占制高点，切实推进“三全育人”。 

    推进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因势利导。信息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推动着课堂革命。从

“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时代，到“课堂+PPT”的电化教育时代，再到“课堂+网络”的教育信

息化 1.0 时代，高校课堂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程媒体、全息媒体、

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应运而生，中国的教育开始向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迈进。然而，这场疫情将

处于全媒体时代的高等教育提前推进到了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尽管这只是个准 2.0 时代，但却

极大地加速了传统思政教育模式更新迭代的节奏。各大慕课平台向全国高校开放数千门课程资源

以应对疫情，高校积极推进线上教学改革，“互联网+”技术使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

大课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为现实。面对信息技术革新与教学方式的深刻变化，高校必须强化“人

在哪里，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的主动作为理念，顺势而为，抢占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

制高点，推动线上思政教育从应急状态逐渐向长效常态转变，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赢得先机。 

    推进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守初心。全媒体时代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无论传播形

式如何变化，也无论线上线下，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能变，高校的育人初心不能变，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不能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原则不能变。在重要关头和紧要时刻，特别是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更要面向学生需求，树立关注学习与发展的生命共同体理

念，在网上搭建“化育为人”的有效载体，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和组织凝聚，让正能量更强

劲、主旋律更高昂，落实落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推进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厚植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媒体，我们不能停留在管控

上，必须参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这种参与是情境的带入、情绪的关注、情感的深入，

更应该是情怀的厚植。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

真心、真诚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把线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接地气、更具活力、

更有情怀。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以及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为做好线上

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真实鲜活的素材，更易于在思想层面引发强烈共鸣和情感共振，让学生深刻

领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进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

亲和力和针对性。 

    守正创新，拓宽全课程育人主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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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高校要用好课堂教学主

渠道，精心打造“多元”课程，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围绕提升亲和力和针对性，高校应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

革，积极挖掘各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线上教学之中，构建以思政课为核

心、以通识课程为支撑、以专业育人课程为辐射的“三位一体”融通互补、有机统一的课程育人

体系，打造以“八个相统一”教学理念为核心，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线上实践、教学考核为

支撑的“一体四翼”思政教育线上教学模式，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频共振，合力推进全课程

育人。 

    推动思政小课堂与时代大课堂相连接。一堂好的思政课，抑或是一个好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既要有高度，理直气壮讲，还要有深度，直面问题讲，更要有温度，贴着人心讲。这就要求高校

思政小课堂汲取时代大课堂的鲜活给养。这场战“疫”，就是时下最为生动的一堂育人大课。思

政课教师要理直气壮上好新时代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积极

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过战“疫”，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各专业课教

师要润物无声地讲好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战“疫”中的思政元素，将体现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速度、中国风范、中国贡献的故事融入专业课程，用一个个鲜活事例

诠释职业精神、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加坚定“四

个自信”。 

    推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贯通。开展线上教学并非是抛开线下教学另搞一套，而是要积极

吸取线下教学的成功经验，将一些成熟的教学模式有机地融入线上。同时，充分发掘全媒体时代

网络的无限可能性，将“互联网+智慧教学”应用到思政教育教学，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云”

模式。充分利用智慧教学一体化平台，建设思政类慕课在线开放课程，实现学生随时、随地、随

手“云学习”。通过雨课堂、腾讯会议、钉钉等工具，开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线上直播，

实现教师“云授课”。通过微信、QQ等工具与学生进行课后讨论和交流，实现对学生的“云指导”。

引入 VR、AR 技术，以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实现思政教育教学的“云实践”。组建思政教育虚拟

教研室，增强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交流研讨，实现“云研讨”。积极构建“大班直播

教学+小班在线辅导”云端思政课新模式，打造高校一体化“云思政”。 

    协同发力，筑牢全方位网络育人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为推进“三全育人”，尤其是全方位育人，教育

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

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十大育人体系的工作任务。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思想政治工作

全面铺开，成为连接其他九大育人体系的重要载体和促进“三全育人”格局形成的催化剂。高校

要借疫情期间开展线上思想政治工作之“势”，用网络打通育人体系“诸元”，促使其协同发力，

凝聚育人合力，真正使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 

    以关注心理健康赋爱赋能。搭建心理云辅导平台，开展线上调研和咨询服务，全面掌握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诉求，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干预和辅导，有针对

性地开展线上心理救助，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借助微传播媒介，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开展“防

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疫情防控形势，增强法治意识，坚定

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在疫情防控的思政大课中感知国家的伟大力量和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 

    以破解难点问题解急解困。紧紧围绕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提供靶向服

务，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坚持“扶困”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针对疫情严重地区、贫

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以及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残疾等特殊困难学生群体，

开展辅导员、班主任线上“一对一”谈心谈话活动，详细了解和充分保障困难学生的基本学习生

活需求，开展感恩教育和责任教育，引导受助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恩感恩、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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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创新推进网上就业服务，利用部、省、校就业网络以及社会招聘网站，全

面准确地推送就业招聘信息和就业政策，举办线上校园“双选会”，配合用人单位开展线上招聘、

在线笔试、远程视频面试、网上签约等。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推出一批线上就业创业精品课程，

开展线上模拟招聘面试、模拟职场、创新实践等活动，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以文化实践养成育德育心。抢占文化实践活动网络主阵地，借助多样化的网络育人平台，实

现育人不掉线、不间断、不停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共抗疫情、爱国力行”主题宣传教

育，采取线上创新党日活动、党团课、组织生活会、班团会、读书会、分享会等形式，教育引导

学生以时代英雄、先进人物和身边“最美逆行者”为榜样，自觉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组织学生进行网络创作，推出一批主题鲜明、深受学生

喜爱的网文、微视频、原创歌曲等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充分借助微信、微博、社交媒体、视频网

站、手机客户端等传播平台，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营造清朗网络文化空间。打造网上志愿

者团队，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扶贫救助、爱心帮扶等线上活动，让雷锋精神在网络空间传扬。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

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如何打通

课上课下“双向车道”，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融合，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路径，也必将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