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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反馈

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了解学生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偏好程

度，从而调整和优化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使其更加符合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习惯。

（三）加强思政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执行者，新媒体时代背景

下，需要具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在思政教育工作中

具有创新意识，为此，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政教育师资

队伍的建设，保证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1、提升教师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首先，高校需要重点提升教师的新媒体应用能力，

可以定期举办培训活动，组织教师学习新媒体技术的基本

知识和操作技能。例如，制作时事热点的图文资源和视

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中，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将思政教

育内容以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方式呈现出来，应用在实际教

学中。同时，高校还可以邀请新媒体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

授课，分享最新的技术应用形式，进而拓宽教师的知识视

野，提升其应用能力。为进一步鼓励教师积极利用新媒体

开展教学实践，高校也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比如可以设立

新媒体教学创新基金、开展新媒体教学竞赛等，以此提高

教师应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积极性。[4]

2、强化教师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思政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要素，只

有具备创新意识的教师，才能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高校可以建立奖励机制，鼓

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设立教学创新奖、优秀教学成果奖

等，对在思政教学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教师给予表彰

和奖励。加强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享教学经验，通过

建立教师交流平台、举办教学经验分享会等方式，促进教

师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教师可以分享自己的教学心得、教

学方法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

同提高教学水平。

（四）完善思政教育评价体系

思政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要求教师针对思政教学

效果进行评价和分析，基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总结现阶段

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思政教育的实施情况。

传统的思政教育评价体系往往过于注重单一的考试成绩，

忽略了学生其他方面的表现和发展，为了更全面地评价思

政教育的效果，需要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从多个角度对

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教师可以将学生的课堂表

现、作业完成情况、小组讨论参与情况、实践活动成果作

为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综合评定学生在思政学习过程中

的学习行为，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对学生学习数据进行收集和汇总。例如，在线教学平台可

以直接获取学生线上学习的各类信息，整合学生的所有数

据，借助数据分析功能，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量化，并

建立数字化的学生个人成长档案。思政教育评价中，教师

不仅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还需要评估思政教

育实施的效果，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收集学生对思政

教育的反馈意见，进而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期

望，从而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优化。例如，

教师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在线投票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思

政教育的满意度情况和建议，基于这些反馈数据，深入分

析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的思政教育

需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将新媒体技术与思政教育

相结合，拓展思政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

学模式，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思政教育传播渠道，进一

步提升思政教育的影响范围，加强思政教师师资队伍的建

设，要求教师可以熟练应用新媒体技术，并具备教学创新

的意识，基于新媒体技术构建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推动思

政教育效果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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