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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期的师生联谊活动等，不断夯实思政教育基石。

因此，为配合学校工作，依托微信平台开展的“课下思

政”活动，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学习，另一方面进一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补

全思政教育短板。

其四，就教师层面而言，“课堂思政”是主线，更

是教师精力投入的重点；但囿于“课堂思政”本身的特

征所限，大量课堂之外的、可融入思政教育的鲜活案例

无法在课堂一一展开。因此，通过微信平台展开的“课

下思政”成为“课堂思政”的最佳补充。特别是“课下

思政”的高度灵活性、趣味性等特点，对于教师利用点

滴时间更好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的育人理

念大有裨益，也能在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实现师生

关系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其 五 ， 从 学 生 层 面 来 看 ， 学 生 在 “ 课 堂 思 政 ” 开

展过程中侧重学习课本理论知识，因此具有获取更新鲜

的、生动的、理论性与说教性不那么强的相关知识的渴

望与冲动。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发现，学生一方面好奇教

师的微信朋友圈发布或者分享了什么内容，期待直接看

到老师对某些事情的观点；另一方面学生也非常欢迎并

乐于看到思政教师加入班级微信群，分享课程相关的文

字新闻素材或视频等。在以上存在着的这两种需求基础

上，思政教师或者其他学科的教师通过微信平台的朋友

圈与微信群聊相关功能，实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就有了

切实的必要性与现实的可行性。

推进“课下思政”的实践路径

通 过 微 信 平 台 开 展 “ 课 下 思 政 ” ， 具 有 极 强 的 可

操作性，笔者认为，要有效展开“课下思政”，首先，

应甄别好分享或发布的内容及素材，具体通过如下四个

层面把握：第一，在微信朋友圈与群聊中分享的素材，

特别是涉及到时事新闻时，一定要确保来源渠道权威可

靠，应源自国家权威媒体。第二，在分享第三方渠道内

容，即非官方媒介（如自媒体等）所发布内容时，务必

确保教师本人阅读完毕全部内容，当中内容应与“课下

思政”实施的目的相契合。第三，在教师通过微信朋友

圈或者班级群发布相关言论时，不管是对时事新闻素材

进行点评，还是教师本人的某些见解，需要确保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起到对学生的教育或者启迪功

能。第四，分享与发布内容应确保具有“育人”价值，

同时尽可能做到形式多样化，比如文字新闻报道、生动

的图片或照片、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也可以是短视频

软件上保存下来的一小段正能量视频，而不必过分拘泥

于某种特定形式。

其次，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有六种基本方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为直接分享法。该策略将教师认为重要的新

闻链接、第三方媒体内容等直接通过微信发布到朋友圈

或班级微信群聊中。但站在受众角度，除非分享的内容

本身自带标题具有较强的耸动性，容易抓人眼球，使学

生下意识地打开链接进一步阅览外，而学生对不那么感兴

趣的话题，往往不会予以更多的关注。因此，该方法更适

用于分享其他媒介的内容，如图片、歌曲、短视频等。

第二种为素材述评法。该方法利用的是微信平台朋

友圈或者微信群中分享内容时，可直接加上发布者本人

的言论，并且该言论在随所分享内容一起发布时，呈现

在内容顶部的相关功能。使用这种方法，教师可以直接

表达自己对所分享内容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

以快速获得教师分享内容的核心论点，以及教师试图籍此

传达出带有教师个人特色的观念倾向，从而吸引学生打开

教师分享内容进一步阅读，或者接受教师本人的观点。

第 三 种 为 直 接 互 动 法 。 该 方 法 是 在 微 信 平 台 朋 友

圈或微信群中发布内容后，发布者可在内容下方进行评

论 ， 以 及 与 其 他 参 与 评 论 者 进 行 文 字 互 动 的 功 能 来 体

现。借助这种方式，教师可以在朋友圈发布内容下方的

评论区补充自己的观点，或是直接在微信群抛砖引玉开

展“头脑风暴”，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高效迅捷即时的

师生互动，进一步拓宽与学生的交流渠道，让通过微信

平台所体现的“课下思政”收到更加显著的效果。

第四种为文字观点法。该方式通过微信朋友圈或微

信群聊可直接发布全文字内容的功能加以体现。教师可

将自己在网络中看到的，具有思政教育意味的，文字数

量与总体长度适合在朋友圈发布的内容直接通过复制发

布到朋友圈或群聊中；也可以本着思政育人的原则，自

己创作相关内容，然后直接分享或发布。此方式秉持的

原则应是内容短小、凝练，适合一眼扫去便能实现即时

阅览，让受众学生迅速得到教师分享文字内容的主要含

义，从而避免长篇大论式的枯燥说教，让“课下思政”

的优点尽显。

第 五 种 为 结 合 教 材 法 。 该 方 法 在 实 施 方 式 上 与 前

四种并没有不同，关键在于教师对分享或发布内容的把

握，同时与思政教材的紧密结合。在这种方式下，教师

可直接发布与当前学生所使用思政教材当中某一部分知

识具有直接关联的文章、短视频等等，也可以是能够与

思政教材相关内容或某一知识点有机结合，可用作素材

案例又或者加以释读的时事新闻、自媒体文章等等。例

如 ， 笔 者 在 分 享 一 篇 脱 贫 攻 坚 新 闻 素 材 的 同 时 ， 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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