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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既对传统教育模式提

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平台和信息

资源。 当前，网络化已成为在校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新

常态，这对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学习习惯、行为习惯都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

该主动顺应移动互联网大发展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搭建能用、好用、

常用的网络教学平台。

一、搭建网络教学平台进行高职思政课改

革的必要性

在教育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这是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大发展背景下教育

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提高教 师 应

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

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也提出了要 推 进

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任务。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启

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鼓励发展性评价，

探索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倡导网络校

际协作学习，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 培养学生信息化

环境下的学习能力。 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

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学

习 的 良 好 习 惯，发 展 兴趣特长，提高学习质量；增强

学生在网络环境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

“95 后”大学生深受网络信息环境的浸染，他们获取

思想言论、政治动态信息的速度更加快捷，渠道更加

广泛，对热点社会舆论、重点社会问题关注度更高。

然而，在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面前，高校

学生，尤其是高职学生往往表现出“从众迷茫”，网络

信息的过滤和自净能力欠缺， 容易被各种观点言论

裹挟和迷惑， 难以在莫衷一是的观点面前做出正确

的选择，常常陷入理论摇摆、思想困惑和情感纠结。

而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 社会上有什么

思想、什么风气出现，生活方式发生什么微小变化，

都总是要首先传导到校园，传递到学生。 敌对势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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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借助于网络教学平台进行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显得十分必要。基于得

实网络教学平台的高职思政课线上建设主要依托三个模块：一是内容建设与发布模块；二是课程管理模块；三是

教学班管理模块。网络课程教学平台建设应注意四个方面的环节：一是网页设计宜简易亲和；二是网络课程内容

宜突出增益性；三是线上考核与线下考核宜占相当权重；四是网络课程与实体课程宜适时交互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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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校园。

境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以煽动

传播、数据挖掘等手段蛊惑人心，妄图从思想观念上

误导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左右学生、在理想信念上动

摇学生。

鉴于此， 如果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还局限在教材

划定的知识领域，抱着“本本主义”的僵化思想不变

通，单纯地固守课堂教学三尺讲台，无视网络信息对

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冲击，不及时地外延和拓展教学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就难以完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

大学生释疑答惑， 传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知识，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教学

任务[1]。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网络阵地建设和网络宣

传思想工作。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必须要顺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潮

流，在教育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占领

教育技术的制高点，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

学信息化水平，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

性、实效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见《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26 日）一文中指出：“一

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

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

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工夫。 ”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紧密契合当代“95
后”大学生对网络的偏爱，统筹兼顾好课堂教学和网

络教学两盘棋， 树立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的思想，积极建设和使用思政课网络教学平

台， 想方设法引导学生自觉地开展远程在线学习，补

足和填补大学生在课外时间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空白。

二、基于得实网络教学平台的高职思政课

建设实践

网络教学平台开辟和拓宽了课堂教学的新时空。

这个平台既要包含整个教学过程（课件的制作与发布、

教学组织、教学交互、学习支持和教学评价），也要支

持课程管理员对教学的管理和控制，同时，还应支持

网络教学资源库及其管理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一个

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教学门户，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学

场景。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可实现从“face to face”
到“face to Pc”的切换，完全置身于一个没有监管的学

习场景之中， 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和自由释

放，能更加真实地、准确地反映学习者的学习状况，更

加客观地了解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就业导向特点，强调技

术的应用和职场情境的模拟。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应紧

密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充分调动学生“动手”

积极性，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生参与感。 因此，

高职思政课网络教学平台应注重学生的课程参与和

学习体验，通过设计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热点

社会案例和思考讨论话题，使他们在辨析观点、表达

观点的过程中动态地建构抽象的理论知识，加深对思

政课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把握。

为此，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中心自主开发

了具有鲜明高职院校特色的得实网络课程教学平台。

这个平台的网络课程创作系统由基本框架、 核心函

数、 模版和组件构成。 网络课程创作系统的核心是

WCCS 基类（网络课程），该基类包括六个对象：Cource
（课 程 ）、Page （界 面 ）、Resoource （资 源 ）、Student （学

生）、Teacher（教师）、Admin（管理员）。 每个对象通过

核心函数进行互联互通， 可实现对每一个对象的属

性、方法与事件的管理和控制。 系统提供了二十多个

默认模版，如网络课程页面设计模版、资源组织模版、

教学策略模版等等， 模版由组件与界面控制元素组

成。 系统提供的组件包括单点登录、portlet 组件、菜

单、新闻、通告、超级链接、统计、课程新闻、学生专题

活动、资源、论坛、测试等[2]。教师可依据课程制作流程

导航图进行课程内容设计（见图 1）。

我校思政课正是基于这个得实网络教学平台，按

照课程制作流程通过三个模块进行课程建设。

图 1 课程制作流程导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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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建设与发布模块

这个模块搭建是网络课程的中心和重点。主要包

括课程信息、教师团队信息、教学内容、作业与考试、

论坛与公告等栏目。 课程信息包括课程简介、教学计

划、教学大纲、考核方案、教材教参等内容；课程内容

包括教学录像、教学课件、参考视频、学术视角等。 通

过在线文档编辑器， 可以非常方便地将各种文本、媒

体资源插入模块之中，并且有“弹出窗口”“进入页面”

“当前页面”三种浏览查看方式。 为了方便上传资料，

该模块还内置了课程资源库，管理员可以将各种教学

资源打包后按照不同类别进行不限容量网络存储，突

破了网盘的信息存储容量限制。 此外，作业与考试栏

目还设置了学习进程控制功能，可以实现水平考试和

学前测验的结合使用，让学生按照一个强制约束的章

节顺序学习课程内容。 例如，学生要学习某一章的知

识，则先要通过某一章的学前水平测试，而这个学前

测试是依据前一章的学习内容设置的，只有学前测试

分数高于设定值后，才能查看学习该章节的内容。 整

个过程全部由系统自动评分，并依成绩优劣进行统计

排列。

（二）课程管理模块

这个模块包括课程团队管理、 分配成绩比重、开

设教学班三个栏目。其中“课程团队管理”的功能是添

加和删减课程管理员，并授予或取消课程后台管理权

限；“分配成绩比重”的功能为设置线上测验成绩在整

个课程考核中所占的百分比权重；“开设教学班”的功

能则是添加或删除课程学习班级。系统为教师设置了

“按行政班添加”、“批量添加”和“单个添加”三种方

式，“按行政班添加”可以直接通过“网页对话框”联接

到教务系统中某学院、某专业、某班级的学生名单后，

直接将整个班级导入教学班；“批量添加”可以从学生

花名册的 Execle 表格中直接批次复制学生成员后组

建教学班；而“单个添加”方式则可以通过输入单个学

生学号添加个别学员进入学习班级。但未在学校教务

处备案的学生则无法成为网络教学平台学习成员。

（三）教学班管理模块

这个模块主要包括班级分组学习管理、学习成绩

统计和在线访问活动分析三个栏目。 其中，最值得称

道的是学生在线访问活动分析报表，它可详细地跟踪

记录学生登陆平台访问时间、IP 地址、总登陆次数、总

访问次数、总停留时间、访问过哪些章节栏目、执行过

什么样的操作任务等信息，便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在线

学习情况，并进行后台数据统计和分析。此外，实时聊

天室或论坛还支持远程在线教师伴学和即时答疑解

惑，师生互动交流通道也非常多样和便捷。

三、高职思政课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思考

目前，课题组基于得实网络教学平台已搭建完成

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自该网络课程平台建成并

投入教学实践短短一个学期以来， 我校共有通信学

院、计算机学院、化生学院等学院的十个专业、近千名

学生登陆平台观摩学习， 累计总点击达 6 600 次，日

平均点击近 400 次，网上答疑 130 多条，成为教师开

展课外教学的主要途径， 并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相

互补充，极大地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提高了

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普遍

好评。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学生经过讨论、思考，认真总

结了网络课程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归纳了以下

四点可供参考的做法。

（一）网页设计宜简易亲和

网络教学平台本质上属于远程继续教育范畴。学

生在课外进行远程学习时，其心理状态远比课堂教学

现场放松、散漫得多。因此，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应把握

和顺应这种学习情境，在设计上要突出轻松、休闲的

特点。 网络课程页面要简洁、美观，以视觉效果好、令

人舒适愉悦、乐于逗留作为网站设计目标，避免出现

过于严肃、庄重的平台风格。 比如，课题组在设计《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网络课

程时，首先在课程目录设计上采用浅显易懂的简短标

题， 尽量避免与教材中原有的学术化目录表述雷同。

例如，教材“第六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任务”分别用“猫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作

为新目录标题；“第八章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用“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作为新目录

标题；“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用“不改革就

是死路一条”作为目录新标题；“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用“要靠

谁”作为目录新标题；“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领导核心理论”用“一个核心”作为目录标题，等等。这

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淡化思政课的理论化、 学术化背

景，体现高职课程的实用特点和亲和风格。而且，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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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录旁边都搭配一个有趣的栏目缩略图片，作为

栏目的宣传“海报”，以此改变学生对思政课教材原有

目录“板着脸”训话、灌输的严肃正统印象，让高职学

生感受到线上网络学习将会是一种与课堂学习不同

的学习模式，将会带给他们全新的学习体验，从而在

精神放松的气氛中发挥出潜在的学习主动性，投入到

网络教学平台学习中。 另外，网站主页设计还应避免

设计过多的主题栏目，尽量简化操作导航功能，减少

学生点击栏目的次数，保证学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快速找到内容链接，避免因过多的繁琐连续操作而产

生不耐烦心理，乃至中途放弃继续学习。

（二）网络课程内容宜突出增益性

“90 后”大学生普遍个体意识强烈，不喜欢标准

化的理论灌输式说教，崇尚多元化的自由观点展示[3]。

因此， 网络课程内容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紧

扣教材章节进行内容设计，注重思想政治理论的全方

位覆盖；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学生在非课堂教学

环境下的心理状况，要把对教科书内容的补充、延伸、

拓展作为着力点，注重挖掘多视角的学术争鸣与不同

观点的碰撞，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让他们不仅“知其

一”，还“知其二”，也便于教师在课堂交流互动时开展

论点争辩和主题讨论。 尤其宜添加在课堂教学中受时

间限制而无法大规模插播的动态教学素材， 如视频、

短片、电影等资源。 在“学术视角”这一栏目中，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解答这些新情况、新问

题，少讲官话、套话，多讲新话、真话。 要把党和政府出

台的最新方针政策及时地补充进去；把权威专家和学

者对当今社会热点、社会难点问题的评论分析及时地

补充进去；把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前沿成果及时

地补充进去。 要把抽象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热点问题

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新颖的、典型的真实案例诠释和

佐证教材中的相关观点。 教师要事先做足功课，将这

些资料搜集、归纳、整理后制作成现成的文件呈现出

来，方便学生直接打开查看，尽量避免只是列出参考

资料书目或给出查询入口或资源链接路径，这样就会

增加学生线下再次查阅下载的负担，有可能影响学生

继续学习的积极性。

（三）网络学习成绩比重不宜低于课堂学习成绩

网络教学平台建成后，如何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

外时间自觉地登陆学习也是教师面临的一个问题。 目

前，不少网络课程存在着“重前期建设，轻后期使用”

的状况。 教师花费相当精力、财力搭建的网络教学平

台却得不到学生的及时跟进和积极响应，“门前冷落

车马稀”，登录点击率不高，访问停留时间不长，没有

真正地将网络教学应有的功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4]。 怎

样防止网络教学平台的“烂尾”“撂荒”现象？ 关键在

于强化网络教学平台的形成性考核力度， 通过增加

线上学习在整个课程成绩考核中所占的比重，引导学

生自觉地把学习精力和时间配置到网络教学平台学

习上来。

从我校思政课网络教学平台运行的实践经验来

看，思政课考核总成绩由课堂考核（Classroom Assess-
ment）和线上考核（Online Assessment）两部分组成，二

者各占总成绩的 50%，有意识地提高了课外网络学习

所占的分量。其中，线上考核（Online Assessment）由访

问观摩、论坛发帖、在线自测三部分构成。 线上考核一

方面考查学生的表象学习行为，如登陆次数、访问次

数、停留时间等活动，可由教师登录“课程后台管理”，

通过“教学统计”栏目中的“访问活动分析”日志进行

查看，然后根据每位学生的总停留访问时间长短给予

不同的得分。 另一方面考查学生的实际学习行为，如

在线提问、跟帖发言、在线自测等情况。 通过增加线上

考核（Online Assessment）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可以有

效扭转学生忽视课外网络学习的局面，大大提高网络

教学平台的使用率。

（四）网络课程与实体课程宜适时交互穿插

网络教学平台作为线上的虚拟“第二课堂”建成

后，就与“第一课堂”———实体的课堂教学共同组建成

一个全方位、全时空、全要素的教学和学习系统，二者

应该实现功能性的错位发展，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但

与课堂教学相比，网络教学平台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

性地位，教师的主导监督作用被大大弱化，不可能像

现场教学那样即时观察和掌控局面。 虽说教师可以通

过课程管理后台提供的数据信息查看学生的学习行

为，但也只能了解学习结果，不能准确把握学生彼时

彼地的学习状态。 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要专

门留出时间来通报和点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动态，

定时公布学生的平台登录访问、网面停留观摩等数据

统计信息， 表扬和奖励那些线上学习积极的学生，批

评和督促那些忽视或遗忘网络平台学习的学生，提醒

学生按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养成课前事先浏览预

习，课后及时上网复习，积极发帖提问、跟贴讨论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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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means of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eZiosuite network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n -line courses mainly relies on three modules. They are module of construction and

publication, module of the curricular management and module of class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our aspects of the details. Firstly, web design should be simple and friendly; Secondly, the network curriculum content

should help students make progress in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ly; Thirdly, assessment of on-line and off-line are supposed to account for

relatively equal proportions; Fourthly, the on-line course should interact with the on-site course at prop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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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学习习惯。 教师在课堂实体教学活动中要适时地、

有针对性地使用网络教学平台上的视频素材，引用学

术视角中的学术文章组织观点争辩和主题讨论，教会

学生善于运用两个课堂资源进行学习。 只有教师频繁

提醒， 才能在学生心中建立网络教学同等重要的观

念， 才会使学生高度重视课后线上学习的重要性，避

免网络教学平台出现一曝十寒、登录访问率低下的尴

尬局面。

总之，基于得实网络 教 学 平 台 搭 建 高 职 思 想 政

治理论课程建设应准确把握网络教学的开放性、交

互性、共享性、协作性等特点，贴近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 和 移 动 互 联 网 大 发 展 背 景 下“95 后”大 学 生 的 学

习生活新常态，网页设计和内容设置应符合大学生

课外学习自主性、多样性、自愿性等心理规律，注重

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延伸和拓展。 思政课教师

要 切 实 发 挥 好 网 络 课 程 作 为 “第 二 课 堂”的 继 续 教

育 功 能，善 于 盘 活 网 络 教 学 平 台 的 教 学 资 源，灵 活

处 置 好 线 上、线 下 两 种 教 学 场 景 的 交 互 穿 插，将 课

堂教学的面对面直接宣讲、说教和灌输与网络课堂

的远程自主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个让高

职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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