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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它具有内容来源客观、存在形式抽象、内
容本质发展等特征，内在地包含了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从理论层面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不仅是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创生的源头，而且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研究工具; 从实践层面来看，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不仅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学习对象和努力方向，而且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的监控工具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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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引导行为，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

的行为。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理念是一个

重要的范畴，它直接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行

为和效果。深入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价

值，对于教育理论系统研究和教育实践深化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的研究对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理念的内容及其形式探讨得较多，对其

价值的探讨甚少，这影响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深化和实践发展。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涵的界定

要论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价值，首先

要弄清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什么，即要把

握其内涵。而要厘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内

涵，我们首先得解开“理念”“教育理念”神秘的

面纱。
“理念”一词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时代，在那个时代，理念通常被人们称作“形相”
“通型”等，并且得到了哲学家们的青睐，在哲学领

域被广泛地使用开来。在西方哲学史中，苏格拉

底、柏拉图等哲学家们对理念进行探索，形成了

“理念是一种模型”( 苏格拉底) 、“理念是一种永

恒的精神实体”( 柏拉图) 、“理念是超越经验的概

念”( 康德) 、“理念是观念的总体”( 黑格尔) 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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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抛弃其中的唯心成分，这些认识给我们当今

理解理念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理念是人们意识层

面的重要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思想，或者一种看

法、观念。如今，理念在教育领域广泛地使用开

来，但是对于“何为教育理念”这一问题的认识，学

者们的观点不一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从

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理念是

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范

型，它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要办教育，体现的是教

育发展 的 本 质 特 征，持 这 一 观 点 的 学 者 有 李 萍

等［1］; 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界定教育理念，认为

教育理念是对“教育应然”的理性认识，持这种观

点的学者有眭依凡等［2］; 三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

解释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理念是对理想教育状态

的价值倾向与追求，持这种观点的有陈桂生等［3］。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把教育理念界定为: 人们在教

育实践中，对于教育活动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

其所形成的教育观念体系。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从种属关系来讲，属

于教育理念的一种，是教育理念的下位概念。根

据教育理念的界定，本文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

念界定为: 人们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对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

所形成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系。对于这一

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形成基础是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属于意识、精神范畴，但它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者纯粹的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在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观察和

思考而获得的反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规律

的思想观念精髓。当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来源于实践，又将服务于实践，指导新一轮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活动，使其得到检验、丰富和完

善。总而言之，这种来源于实践又力求服务于实

践的思想精髓，一刻也离不开现实的实践活动。
其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内核是对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作为一

种观念存在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不是对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幻想，而是对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是什么、如何发展更好的本质规定和终极

追问，是根据现实状态描绘的对未来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的理想图式和总体指向; 它不是具体

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手段，而是对教育过程中内容

的确立、方法的选择、载体的运用等实践问题进行

高度抽象而形成的认识。不仅如此，这个高度抽

象和追问的过程是理性的。它经历了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过程，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

什么、发展过程呈现何种规律、未来将达到何种理

想境界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科学的判断、反复的

推理等理性思维加工过程，最后提炼出的是简洁

的、指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引领网络社会的

人们人格健全、走向幸福美好的思维规定。为此，

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

一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思维。
其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旨趣在于描

绘了一种理想愿景。也即，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达到某种状态或者某种效

果的一种理想期待。这种理想的期待有两层含

义: 一是表达了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种

“美好的”“应然的”理想，作为观念层面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理念，不是对现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的直接反映或机械临摹，而是建立在现实实

践基础之上超越了现实状况的理想图式，是依从

网络社会的客观教育规律作出的对未来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应该更美好”的理想表达; 二

是表达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想追求与现实状况

是有适度张力的，它虽然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状况

的理想水平，但是这种理想水平并不是无法触及

的，而是经过网络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

努力可以达到的水平。如果一种教育思想经过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切身努力都无法达到

理想期待，那么这种教育思想就无法被称为理性

的、科学的认识，更不能把它作为指导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的教育理念。
其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一种观念体

系。观念体系，即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并不

是单指一个理念，而是由多种认识、多种想法组成

的、具有一定体系的观念总体，比如对本质的认

识、规律的认识、价值原则的认识、思维范式的认

识等等。此外，网络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把握必须要全方位、
多角度进行，如技术的角度、主体间性的角度等。
把握和审视的角度不一样，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活动的认知状况也会不一样，由此凝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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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观念也会不一样。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

方位、不同层次揭示出来的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想原则、思维范式等共同组成一个网状的

观念体系。在这种观念体系中，不同角度、不同

层次、不同方位的理性认识共同着力于一点，推

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化发展，共同构成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纵深化发展的总体指向和整体

规定。
从这以上几个层面来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是内容来源具有客

观性。如前所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本质

上是一种蕴含某种理性认识、理想追求的教育思

维，属于观念、精神范畴，从形式上看具有很大的

主观性。但是，这样一种观念不是教育者坐在书

斋凭空想象得来的，它的内容来源于丰富、生动的

教育实践，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现实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取得的

经验、发展的规律、呈现的趋势等问题进行理性审

视和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本质内涵、过程规律、价值表现、理想愿

景的观念总体，是指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相对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实施准则。随着实践的深

化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的理性认识也会发生变化，理念的内容也将

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理念是实践发展和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

鲜明的客观性。
二是存在形式具有抽象性。理念的形成，往

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有了一定的认知，并且这种

认知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广度和深度。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形成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

实践认知的结果，即他们在科学认知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对实践经验

和规律进行高度概括，是其认知超越于具体的、感
性经验层面的存在状态。一般而言，对实践认知

程度越高，理念的概括性就越高。经过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者们智慧思维的审视和加工，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理念最后以抽象的形式、凝练的语言表

达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存在形式具有抽象性。另

外，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总是以一种观念、一种思维贯穿于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的每个环节，贯穿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的每个过程，从根本上统摄、支配着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者的教育行为，具有观念统领性和思维

支配性，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具体的操作手段、操作

方法相比，形式上呈现出极大的抽象性特征。
三是内容本质具有发展性。如前所述，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一个由理想愿景、价值规定、
精神指向等内容凝练而成的、带规律性的理性认

识，表达的是对未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

种理想期待。一方面，这种理想期待不是一蹴而

就的，它从一种念头的产生到由少数人掌握，再由

少数人掌握变成多数人认可的理念，再到理念的

进一步完善升华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和研究的工

具，这一过程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性。另一方面，这

种理想期待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内容来源于实

践，社会实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理念的内容以及

形态也将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

求。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形成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它整体运行态势来看，都

具有显著的发展性特征［4］。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理论价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形成既离不开观念

的理性抽象，又离不开对实践活动的考察和审视，

在价值呈现方面也内在地包含了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两个方面，其中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它对于

理论研究的价值意蕴，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 一)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生的

源头

教育工作者头脑中的一个念头或者“灵感”，

很有可能就是一种教育理论的雏形，相应的，一种

教育理论的创生往往就是来源于教育者 ( 或研究

者) 头脑中某一刻闪现的“灵感”［5］。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其基础理论的产生，也与该领

域理论研究者的头脑中产生的“念头”或闪现的

“灵感”密切相关。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社会成

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境因素。在这样一

种环境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教育对象呈现的思想问题、行为问题复杂

多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各种挑战，运用传统

的教育模式，效果不尽人意。由此，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的理论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在网络环境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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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获得实效应该确立什么样的

目标、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运

用什么样的载体、采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教育者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思考

以及头脑中闪现的“念头”就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的雏形。随着实践的日益深入，思考日益成

熟，人们逐渐在头脑中形成了与上述思考问题相

对应的比较完整的关于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的思路和想法，然后再用系统、严密的语言把头

脑中的思路和想法表达出来，形成了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

( 二)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

对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虽然具有高度抽象的

特点，但并不是玄乎得不可理解，因为外显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作为知

识形态存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它是可以

被大家认知的，也可以具化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是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它

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

律等问题的揭示密切相关，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对

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的思维规定，揭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何为根本、本质何在、理想愿景的终极追问，推

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向纵深化发展。具体说来，

一方面，研究者们可以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当成教育理论专题来研究，以此丰富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基础理论。如有学者通过对网络环境下思

想政治教育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得出了应该从

教育理念着手解决问题的观点，重点研究理念范

式的转换，厘清网络社会和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的区别所在，由此迈开了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研究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研究者们

还可以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当做理论创新的

知识基础，即在了解现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

念的前提下，根据教育实践发展的状况结合现有

的理念推出新的结论，修正或者创新原有的理论

体系。如有的学者根据网络社会的环境特点、生

存方式、发展趋势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际

遇，提出了新时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

该树立“智库”理念［6］。此外，还有学者基于网络

人际互动的视域指出新时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

该具备“技术性教育理念、主体间性理念、平等互

助理念与协商对话理念”［7］。这些研究成果是把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作为研究对象，是对原有

理念的一种创新; 同时，随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向前发展，它们又将成为新一轮理念创新的知识

基础。

( 三)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

工具

有学者指出:“教育知识具有‘助人创造’的功

能。”［8］意即，教育知识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们进

行创造性教育行为。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而言，

它能够帮助教育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论证

或创新; 对于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它能够指引教

育实践者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选择正确的教育

方案、实施正确的教育行为。当人们用文字把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表达出来后，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则外显为教育知识，随之具有“助人创

造”的工具价值。首先，它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

进行理论研究的思维航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

念是对整个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

维范式、价值原则、理想愿景等认识凝练成的观念

体系，它为人们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提供了方向引领。比如在思维范式方面，它引导

人们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问题时，

要观照网络技术环境、教育对象网络化生存方面

的特点，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价值原则方面，

它引领人们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问

题时，时刻观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状态”，

对网络社会人们如何提升网络道德素质、健全人

格进行价值审视; 在理想愿景方面，它引导理论研

究者们不断分析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任务，为新时

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构更完善的认知发展

图景，等等。其次，它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

理论研究的论证工具。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奋

斗目标的拟定、方法使用原则的归纳、载体适用条

件的阐释等是否符合规定性，理论研究者们可以

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中寻找论证依据，因为

它是整个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维

范式、价值原则、理想愿景等认识凝练成的观念体

系，是整个时代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的总体指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引导着研究

者们对现有的目标、内容、方法、价值原则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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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论证，对符合理念总体指向和整体规定的目

标、内容、方法、价值原则等进行深化研究，落实为

实践准则，对不符合总体指向和整体规定的目标、
内容、方法、价值原则等，深入分析原因并对其进

行转化和创新，由此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践价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践价值主要体

现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对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教育实践工作的贡献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

方面。

( 一)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学习

的对象

教育理念最初是教育者头脑中的一种念头、
思维认识，但是当人们通过实践把这种认识进行

理性升华，形成文字，就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5］，

使学习者清晰明了地知道“教育的本原是什么”
“教育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和“为了达到理想

状态应该如何实施教育行为”等知识信息，明确教

育实践活动的价值路径、理想原则、现实指向和整

体规定。从这一思路出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

念是实践工作者学习和参照的对象。从事第一线

的教育实践工作者们，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

读繁缛的理论，但是他们又需要相关的理论知识

去解答网络交往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一需

求矛盾关键在于提供一种简洁明了、指向性强的

理论，让实践教育工作者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

的知识收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来源于

实践而且具有引领性和发展性，形式具有抽象性

和间接性，正符合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

者的理论诉求。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学

习，实践工作者们能够很快了解到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活动的理想愿景，以及达到理想愿景应

该遵循的思维规定和精神指向。可见，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理念可以帮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

作者更便捷地获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是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充电”的对象来源，

也是他们解决实践问题的“良方”。换言之，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在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信息传播活动之前，该信息传播活动的目标、效
果都已心中有数，这个“数”就是来自于对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学习和把握，它以简明扼要的

信息引领着实践工作者们思考方向，掌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义。如技术教育理念，引领

着教育者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现实中的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的典型区别，也引导着实践工作者

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内容表达方式、效
果验证的技术方向思考。

( 二)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努力的

方向

这一实践价值具体表现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具有指引作

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表达的是对未来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达到某种效果的一种理想期

待。一方面，它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

树立了教育信仰。它明确地告诉大家，只要按照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规定的总体指向和思维原

则进行实践，就可以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走出现实困境，收到理想

的教育效果。这在极大程度上坚定了广大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信心，使其不畏艰难朝着

理想的彼岸前进。另一方面，它为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教育操作思路。作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前提和思维规定，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理念在表达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该

达到什么效果”的同时，也清晰地告诉了教育实践

工作者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为其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指导和价值原则。根据它的思想指

引和价值原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可

以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选择符合实际需求、符合

价值原则的方法、优化实践工作方案，实现合目的

性和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如主体间性教育理念

指导教育者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有间性思

维，关注不同主体、不同层级的交互关系，确立有

针对性的教育目标; 技术教育理念指导教育者要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技术的表达方式展开;

平等互助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注重

与教育对象交流互动，实现“双赢”的效果; 协商对

话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者通过协商对话来把握网民

网络心理行为特征，控制网络谣言; 等等。由此可

见，无论是教育信仰还是教育操作路线都给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指引着

他们向某种“理想期待”努力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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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的

监控工具

要确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符合理想期

待，就需要对实践过程进行监控，时刻与理想期待

作对照，必要时还要把理想要求具体化为行动任

务，融入实践过程的相应环节。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正是这一过程的监控工具。所谓监控工

具，具体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协调、控制的功能。
这是理念的工具价值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

作者身上的显著体现。首先，教育者可以根据它

来调整自己的教育行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其实质是在网络社会环境中通过系列的信息

传播活动提升人们网络道德素质、健全人们网络

道德人格的过程。由于环境复杂、教育对象层次

差异大、信息更新速度快等因素的影响，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传送、
交换、加工、储存和输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认识偏

差，通过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审视和把握，

教育者可以及时调控偏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航线的行为，沿着正确的操作思路前进，达到预期

的教育目标。如在教育教学信息资源的管理中，

教育者为了达到目标难免采取盲目删除、节点控

制教育对象言行的行为。显然，这种高强度的干

预方法是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此时我们应

该更多地关注和审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通

过对技术教育理念的审视可以发现，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中，管理 ( 无论是柔性管理还是硬性管

理) 也是需要技术的，不仅必要，而且必需。网络

教育平台的负面信息需要教育者以技术的方式进

行恰当的引导，而不是盲目的删除。其次，教育者

可以根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调控教育对象的

行为。教育对象由于知识阅历、教育经历、认识水

平等的差异，其行为与社会要求的不一致，特别是

在信息“内爆炸”的处理方面面临各种问题，这些

问题都将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教育者

通过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审视和把握，调

整教育对象的网络信息行为。具体来说，教育者

对教育对象网络信息行为的调控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进行: 一是从意义的角度来调控，即教育者对

教育对象施加意义制约，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

息进行意义的诠释，旨在通过积极的意义诠释维

持信息受众积极的行为，中断信息受众消极的行

为。二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调控。即教育者对教育

对象施行硬性或者软性约束，使教育对象调整和

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来说，规范调控主要通过法

律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来实现［9］。

( 四)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检验

标准

如果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未来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想愿景和总体规定，那么在

具体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践的效果如

何、教育者有没有在总体规定内实施教育行为等

问题，皆可以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来检验。
从这一角度来看，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行为

及其效果的检验提供了参照标准是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的又一重要价值，这一价值贯穿了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对于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行为的评价而言，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其教育行为合格与否的检验

标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与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者的教育行为密切相关。随着技术的发

展和网络的普及，教育的环境因素发生了复杂的

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呈

现出很大的不同，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载

体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能机械地套用传统

的教育模式，更不能把传统方法、内容、载体等简

单地迁移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立

足于网络社会环境生态，分析教育目标呈现的新

要求、教育内容呈现的新特点、教育方法呈现的新

境遇，准确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

法等，对教育过程合理地调整，对未来发展合理地

预期，才能使教育效果无限接近理想期待。而这

种准确把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的深层解读。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一种理性的观念体系，其本质是一种网络思

想教育思维，时刻以观念的形式无形地支配和规

约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行为。按照科学

的理念来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可以提高

行为的效率，增强实践活动的效果; 相反，违背理

念的总体指向和整体规定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实践活动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从这一层面

来讲，检验教育者教育行为的合格与否，可以从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角度予以审视，考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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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信息的传送、交换、加工、储存和输出的各

个环节，是否符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提供的

总体指向和思维规定。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是测评教育者教育行为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

体系。
其次，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学习效果

的评价而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其学习实

效的检验标准。教育实践的效果如何最终要通过

教育对象的学习效果来体现和衡量，衡量的重要

标尺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的这一功能主要与所表达的价值追求有

关，它表达的是对未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达

到某种效果的一种理想期待，我们称之为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那么现实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教

育对象的学习效果是否符合理想的期待，就可以

以这种“应然状态”为标准来检验，与“应然状态”
相接近就是效果显著，反之，则是效果欠佳。效果

良好就启示教育者应该继续坚持教育理念指引的

实践航向前进，效果欠佳就启示教育者在新一轮

教育实践中应以教育理念为参照对教育实践进行

审视和改进。具体来说，这种评价通过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事后评价三个阶段而实现。事前评价，

即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等进行

摸底调查，为以后的教育效果评价作对比; 事中评

价，即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阶段性检

测，为教育行为的调整提供依据; 事后评价，即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结束后对教育对象进行的

综合性测评，检验教育对象的学习效果是否符合

“应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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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Doubl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ANG Dongxia，WU Manyi，MI Hua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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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p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it has the content source objectivity，abstraction features such as nature，content development． It also in-
herently contains val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a theory view，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is not on-
ly the source created by the 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but also an important object and research tool for
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from a practice view，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is
not only the leading object and heading direction of 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but also the monitoring tool of
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test standard of network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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