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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

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有关互联网的讨论逐渐由技术层面上

升到思维层面。“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对市场、用户、产

品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维方式，注

重‘以用户为中心’，强调信息在生产、交换和传播中

的价值。”[2]互联网思维主要包括用户思维、简约思

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跨界思维、平台思维、大数

据思维、社会化思维等等思维方式。如今互联网思

维正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进而深刻地

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也改变着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运行逻辑。面对互联网生存，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者学习、形成和运用互联网思维，引领和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创新、传播创新和平台创新，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工作价值。

一、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进行“产品创

新”。互联网思维的实体化呈现就是互联网产品。

比如，硬件类的智能手机等，软件类的微信、滴滴打

车等。互联网产品的成功，无不投射出互联网思维

的影子；互联网思维的呈现，无不推动着互联网产品

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所提供的，

亦是一种“产品”，一种“教育产品”。因此，在互联网

思维下，一定要像“做互联网产品”一样做思想政治

教育——树立“用户思维”，注重“以学生为中心”，注

重“学生体验至上”，注重简约、极致、迭代、跨界，做

出真正满足学生刚性需求、给予学生好的体验、有吸

引力有感染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当下，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批注重学生体验的

优秀“产品”，比如复兴路上工作室《领导人是怎样炼

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等播放量过百

万的网络视频。这些“产品”是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产品”创新的样本。

此外，“树立‘用户思维’，做出‘好的产品’。”不

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长久

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已经表明，在传统思维特

别是传统思维固化的教育体制下，互联网思维很难

具体地贯彻和体现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中，很难

催生新的教育产品、教育模式。当前，树立“用户思

维”，做出“好的产品”，关键是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体制。一是建立新的教育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中

心”“学生体验至上”教育理念，从“往上看”转向“往

下看”，走出“自说自话”“自拉自唱”的僵化状态，关

注学生需求，注重学生体验，把“社会需求导向”同

“学生需求导向”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建立新的质量

标准，紧紧围绕网络传播规律、受众接受特点，强调

学生“参与感”，“以‘为谁设计’为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3]，开发有吸引力、有说服力的优秀网络产品，把

“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思”，让学生听得进、听了

信、记得住、能管用。三是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建立

优秀网络文章在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中的

认定机制，建立符合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特点

的职称评审体系、职务晋升体系、薪酬待遇体系，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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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一部分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先干起来”，开发更多

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产品。

二、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创新

互联网思维的社会化呈现就是互联网传播。在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

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平等的信息节点、传播主体，都能

通过社会化媒体独立进行评论、转发、推荐、分享，

“草根”和“大 V”共同制造话题和社会热点，以自媒体

为基础的社会化传播全面超越了大众传播，彻底颠

覆了大众媒体主导的传统传播秩序。厦门大学教授

邹振东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教育传播

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选定合适的信

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

观念等传授给特定的教育对象。具体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就是要把主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

规范传授给学生。因此，在互联网思维下，一定要像

“做互联网传播”一样做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社

会化思维”，把学生既当成“消费者”又当成“生产

者”，注重“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建立适应互

联网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若是缺乏互

联网思维，继续采用单向度的“灌输”方式进行教育

和宣传，将会完全没有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学习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适应互联网特点

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一是遵循互联网传播规

律，互联网集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

播于一体，天然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应当主动设置、引导相关网络议程，打到

学生的痛点，吸引学生的参与，进而影响学生“想什

么”“怎么想”。二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渠道，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既要重视利用校园门户进行传播，更要注

重利用微博、微信、论坛等进行传播，“不是劈开大

脑，而是潜入大脑”[4]，打通“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

论场”两个“舆论场”，不断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三是使用互联网话语体系，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要自觉去“高大上”，从洗脑式的说教转变为朋

友式的交流，以生动活泼、简洁平实、通俗易懂、言简

意赅的语言面向学生开展鲜活、有趣的网络对话，努

力做到走心、抓人、有温度、接地气，提升吸引力、传

播力和影响力。

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创新

互联网思维的组织化呈现就是互联网平台。互

联网平台，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从商业模式上看，它

是一个开放、共享、共赢的“价值链”“生态圈”；从组

织模式上看，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平

台型组织。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便捷性，使得低

成本联通各方成为可能，激活了网络跨边外部性效应

和网络同边外部性效应，催生了平台化商业模式和平

台型组织模式。因此，在互联网思维下，一定要像“做

互联网平台”一样做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平台思

维”，注重建立多边协作体系，注重开放、共享、共赢，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化模式和平台型组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平台化战略，建立平台

化模式和平台型组织，实质上是要解决新媒体视域

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构架问题。一是建立

平台化模式，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开放平台，引入思想

政治教育优质资源，包括党政官员、产业精英、道德

模范、新闻记者、网络大 V等等，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周

边学科，包括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

实现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延伸、资源整

合、跨界合作。二是建立平台型组织，建立扁平化、

自组织、阿米巴（Amoeba）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体

系，组建若干“小而精”的工作单元，各个工作单元独

立创意、独立设计、独立运行，培育一批网络名师，开

办一批名站名栏，打造一批骨干队伍，推出各具优势

和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和产品系列，进而通过

全网传播形成教育引导合力。在建立平台化模式和

平台型组织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若要求全

体两课教师、辅导员、团干部全部上网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关键是要选拔培育一批真

正有能力、有意愿的优秀骨干人才，进而推进形成思

想政治教育“百千万”大 V局面。

当前，应对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加强和改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从“互联网思维”上破

题、解题，以互联网思维引领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产

品创新、传播创新、平台创新，建立符合互联网时代技

术特征、传播规律、受众特点、组织形态的思想政治教

育体系，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参

与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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