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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微信推进大学生（包括高职学生）的思政教

育研究主题，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大体可分成微

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

第一类主要是微观层面研究成果，围绕微信平台的

公众号功能，探讨了微信公众号在推进思政教育上所具

有的价值、[1]所需要的应用策略，[2]或是包含了可行性分

析，实践路径等的综合性研究。[3]这些研究成果牢牢把握

微信公众号在信息传播与扩散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对 其 在 思 政 教 育 方 面 的 应 用 进 行 了 多 层 次 、 全 方 位 研

究，但由于过于关注微信的公众号功能，而忽视了微信

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推动思政教育的功用

与可能性；同时，不少研究者探讨该主题时多是出于各

自实践，较少回顾文献，造成部分研究重叠。

第二类主要是中观层面研究成果，聚焦于微信整个

平台在促进思政教育上的功用，从微信平台对思政教育

的挑战，推进展现思政教育所具有的优势，再到具体实

践策略与手段，在多个层面上较为完整地讨论了该主题。

如吴钰重从微信平台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挑战与对

策这两个层面着手，对相关问题加以详细论述。[4]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王良青将思政课教学模式分为“线上线

下”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基于微信平台开展的

“线上”思政课的必要性与实践策略。[5]王良青的划分方

法提供了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新的观察角度与归类

方法，特别是其认为微信平台是将“线上”与“线下”

教学进行有效统合的有力工具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

微信在推进思政教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但是，这种划

分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忽视了思政课与其他课程相比

所具有的特殊性，套用所有课程都有的“线上线下”教

学模式进行划分未免笼统，而且容易产生混淆。二是忽

视了当代大学生，特别是高职院校学生的一些特性，将

“线上线下”结合过于紧密难免导致学生厌烦，反而失

去了“线下”思政本应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三类主要是宏观层面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常常将

微信推进思政教育这一内容统合在更大的互联网背景之

下，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命名，如“互联网+”[6]“微

教师侧视角下
以微信平台推进“课下思政”的实践研究

——以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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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下思政”可能发生在课堂之外的其他任何时间，以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核

心特征。实施“课下思政”的最适合媒介是微信。要有效展开“课下思政”，应甄别好

分享或发布的内容及素材，灵活利用多种操作方式，通过监测“点赞”、“评论”群聊

互动数据，判断“课下思政”的效应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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