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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程中所讲解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知识点，对

其加以述评：这就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以及我们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好体现。

第 六 种 为 综 合 法 。 上 述 五 种 方 法 并 非 只 可 单 一 使

用，而是可与其他方法结合，共同达到推进思政教育的

目标。比如素材述评法可与直接互动法结合使用等等。

而且，对于一些已经内含强有力的、思政教育涵义浓厚

的文字内容的分享素材，教师完全可以直接原文复制出

来，放在朋友圈分享发布内容的顶端，或者补充到其下

方的评论区，这样可以做到让受众学生一目了然，迅速

捕捉到该分享内容的核心与重点部分。

最后，在具体效果的评判上，我们可采用学生对教

师在朋友圈所分享或发布内容的“点赞”数目上，以及

在其下方的“评论”数目上，或者在微信群聊中的互动

积极程度上直观而粗略地判断阅览该条分享或发布内容

的受众人数，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甚或“共鸣”。例如，

本人所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在经常发布和阅览微信朋友

圈 的 二 十 个 活 跃 学 生 用 户 当 中 ， 获 得 了 十 个 以 上 “ 点

赞”数，或者产生五个左右的评论数，又或者在班级微

信群聊中的发言引起了3至5分钟的多人讨论，那么笔者

认为该条朋友圈或者群聊内容已经产生了应有的价值与

效应，有力地推动了“课下思政”目标的实现。

结　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进步的今天，不同的网络平台、工

具以及操作方式都可推进思政教育，也由此造成相关研

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而缺乏学理层面统合。本文

试图通过“课下思政”概念的确立，为之后的谱系化研

究开辟出一条新道路。隶属于“课下思政”互联网分支

的微信平台，由于其有极高使用率，无疑具备针对其开

展思政教育研究的必要性与实用性。本研究在充分参考

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新疆高职院校，特别

是笔者就职院校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另一个点进行尝试

突破和创新。但毫无疑问，本研究仍是初步的甚至是粗

浅的探索，在具体通过微信平台开展“课下思政”时，

仍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作为并不承担班主任职责的

思政教师，往往并没有任课班级大部分学生的微信号，

也因此导致开展“课下思政”时，出现受众学生数量较

少的问题；以及部分班主任（辅导员）或者一些学生出

于班级内部群聊不方便其他教师加入的顾虑，并不太情

愿思政教师加入其中并发布内容。

此 外 ， 如 何 让 既 有 的 更 多 学 生 对 思 政 教 师 发 布 或

分析的内容感兴趣，愿意“点赞”甚至加以评论，以及

让班主任或辅导员配合思政教师的工作，从而让“课下

思政”产生更大的效应与成果，这就对思政教师或者其

他教师的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

是当分享或发布内容与现有思政课程内容进行有机结合

时，更加需要教师较强的概括、分析、总结以及敏锐的

洞察能力和宽广的视野，也更需要在学校层面上建立健

全班主任或辅导员配合思政教师工作的相应机制。针对

这些问题，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加以解决，这依然是后

续研究需要加以考虑应对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育人”一样，即使是微信平

台，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目光也不应该囿于公众号、朋友

圈、微信群仅这三个功能，在实际操作中，完全可以和

微信的其他功能，比如微信视频号等结合起来，这样才

能更好地实现“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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