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２ 月

第２２卷第６期

　 　 沈 阳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Ｄｅｃ.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Ｌ１８ＢＳＺ０１４)ꎻ沈阳市社会科学立项课题(ＳＹＳＫ２０２０ －０９ －３４)
　 　 作者简介:孙作青(１９８５—)ꎬ男ꎬ山东莒县人ꎬ副教授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２０２０)０６ － ０６２７ － 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１７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 ２０２０. ０６. １４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与路径研究

孙作青１ꎬ何旷怡２ꎬ周东旭３

(１. 沈阳建筑大学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编辑部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
３. 沈阳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分析了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ꎬ阐述了新

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ꎬ并从队伍建设、方法创新、
载体创新和系统架构 ４ 个角度ꎬ探索了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具体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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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雷锋是时代的楷

模ꎬ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１]ꎮ 在新时代ꎬ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ꎬ需要我们更好地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ꎬ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

德品质追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ꎬ体现在平凡

工作生活中ꎬ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ꎬ把雷锋精

神代代传承下去ꎮ 做好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

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习雷锋精神重要讲话的有效举措ꎬ是引

导广大学生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有效形式ꎮ
探讨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ꎬ必须明确其内涵ꎮ 新时代以学雷

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是指以传承

和弘扬雷锋精神为内容ꎬ以网络“云端”为载

体ꎬ实现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实践

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

教育模式ꎮ 其中ꎬ“新时代”是背景ꎬ“学雷

锋”是内容ꎬ“网络云端”是载体ꎬ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教育主体ꎬ“大学生”是教

育客体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教育

目的ꎮ

一、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价值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开展的方式多种多样ꎬ有微信、微博、
ＱＱ、直播等ꎮ 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ꎬ强化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ꎬ丰
富了学雷锋主题教育的方式ꎬ拓宽了学雷锋

主题教育的途径ꎬ增强了学雷锋主题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ꎬ促进了学雷锋主题教育和

网络育人相融合的育人格局的形成ꎮ 新时代

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两

个重要价值ꎮ
１.个体价值:引导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促进大学生在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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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既离不开线下

的实践ꎬ也离不开线上的引导ꎮ 开展新时代

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能够

引领学生积极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ꎮ 首先ꎬ
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ꎬ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ꎮ
通过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ꎬ引导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ꎬ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更

加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坚定理

想信念ꎮ 其次ꎬ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能够引导大学生更好

地践行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ꎮ 在

新时代ꎬ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网络上发声ꎬ弘
扬青春正能量ꎬ在线为中小学生开展学习指

导、心理疏导等学习雷锋活动ꎬ促进大学生个

体在思想和行为层面服务社会的发展和需

要ꎬ更好地践行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ꎮ 再次ꎬ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ꎬ能够引导大学生更好地践

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

精神ꎮ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ꎬ努力学习扎实的

专业知识是本职工作ꎮ 通过开展新时代以学

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引导广大

青年学子认真上好网课ꎬ积极参加网上专业

研讨活动ꎬ实现“停课不停学”的目的ꎬ使得

广大青年学子更加体会到雷锋身上“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的敬业精神ꎮ
最后ꎬ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ꎬ能够引导大学生更好地践行雷

锋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ꎮ 通过开

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ꎬ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居家学习期间ꎬ主动

承担起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人及幼小弟弟妹妹

的责任ꎻ通过直播、微信平台等形式ꎬ积极为

家乡的滞销农产品进行网上宣传ꎬ这些都体

现了大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学习雷锋锐

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ꎮ
２.社会价值:推动网络协同下社会功能的良

好实现

　 　 高校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ꎬ承担着引导大学生群体传承

和弘扬雷锋精神的责任ꎬ应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ꎬ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同联动ꎬ引导更多社会

成员在工作和学习中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ꎮ
第一ꎬ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ꎬ以“云”宣讲、“云”谈心、“云”
指导和“云”家访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雷锋精

神ꎬ能够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和行为规

范ꎬ进而影响社会其他成员ꎬ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ꎮ 第二ꎬ开展新

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
更便于通过网络手段ꎬ加强大学生个体和社

会其他成员的教育引导ꎬ促进整个社会的和

谐稳定ꎮ 第三ꎬ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通过网络形式宣传学

习雷锋精神的典型事迹ꎬ能够更好地激发社

会正能量ꎬ发挥社会上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ꎮ

二、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ꎬ是
指导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经典理论ꎮ 第一ꎬ新时代以学雷锋为

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贯彻“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有效举措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ꎬ“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ꎬ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ꎬ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 [２]ꎮ 雷锋精神中蕴含的“坚
定的理想信念ꎬ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ꎬ集中专

注的敬业精神ꎬ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 [３]是贯彻“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有效体现ꎮ 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

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就是要把传承和弘

扬新时代雷锋精神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
引导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传承和弘扬雷

锋精神ꎬ坚定理想信念ꎬ厚植爱国主义情怀ꎬ
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同时ꎬ把实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

终生奋斗的目标ꎻ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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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引导学生厚德励志ꎬ修身立行ꎬ从身边小

事做起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断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

功夫ꎬ珍惜学习时光ꎬ心无旁骛ꎬ求知问学ꎬ培
养创新思维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ꎬ提高学生的审美和

人文素养ꎬ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吃苦耐劳的优

良品质和勤俭节约的高尚品德ꎮ 第二ꎬ新时

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遵循

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方法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ꎬ推动

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

合ꎬ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４]ꎮ 新时代以学

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凸显了借

助易班、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等新媒体技术传

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优势ꎬ贴近学生使用网

络和智能手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实际ꎬ
能使学雷锋活动真正遵循“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ꎮ
２.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的理论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的理论ꎬ是指

导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理论ꎮ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ꎬ既
要关注自身的手段和操作问题ꎬ注重选择传

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方式、方法和途径ꎬ也要

关注自身的价值诉求ꎬ确立传承和弘扬雷锋

精神的性质、原则、目的、理想等ꎮ 价值理性

是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必须坚持的指导思

想和方向目标ꎬ工具理性是传承和弘扬雷锋

精神必须具备的技术手段和现实条件ꎻ价值

理性是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质内容ꎬ工
具理性是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实现形

式[５] ꎮ
３.大数据的理论

在新时代下ꎬ数据科学技术与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融合ꎬ推动了大数据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发展ꎬ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

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６]ꎮ 借助数据科学的

优势ꎬ将大数据原理融入新时代以学雷锋为

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能够形成大学生

学雷锋活动状态的可视化呈现ꎬ实现大学生

学雷锋活动行为的可量化测量ꎬ完成大学生

学雷锋活动结果的可传递记录ꎬ不断提升新

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配置效率与精准力度ꎬ最终实现思想政治工

作育人机制的优化ꎮ

三、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１.加强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队伍建设

　 　 夯实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ꎬ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ꎬ组织一

支信念坚定、干劲十足、能力突出的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ꎮ 要把整支队伍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

来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ꎬ采取有力

措施ꎬ扎实推动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ꎬ用好网络手段ꎬ打造高

校专属的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网络阵地ꎬ
传递正能量ꎬ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７]ꎬ提升以

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ꎮ 广大学生则要提升网络素

养ꎬ通过网络发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纽

带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ꎬ通过开展以学雷锋

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ꎮ
与此同时ꎬ高校要善用网络手段ꎬ积极调

动各方面的力量ꎬ形成全员参与的新时代以

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格局ꎮ 首

先ꎬ高校要积极号召教职工主动参与到新时

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ꎮ 高校要成立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ꎬ各级领导干

部、组织员、辅导员、专任教师要以岗位为舞

台ꎬ投入到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ꎬ及时在网上发声并采取行动ꎮ
其次ꎬ高校教师要引导学生参与到新时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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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来ꎮ 广大教师要善于运用网络思维、网络语

言ꎬ对所带的年级、班级ꎬ所教的学生ꎬ进行以

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员ꎮ
以微信推送、易班优课、网文等形式ꎬ通过鲜

明的事例讲好新时代学习雷锋精神的故事ꎬ
确保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取得实效ꎮ 再次ꎬ高校要组织学生朋辈之

间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ꎮ 高校要发挥学生干部、党员骨

干的示范带头作用ꎬ通过学生群体中的“意
见领袖”进行个体对个体的动员ꎬ带领普通

学生参与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ꎮ
２.推进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方法创新

　 　 做好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ꎬ要善于改进方法ꎬ“适应网络

传播规律ꎬ革新育人形式” [８] 以“云”谈心、
“云”家访、“云”辅导的形式ꎬ提升新时代以

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

性ꎮ 首先ꎬ以“云”谈心推动高校教师在指导

学生过程中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要坚持“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原则ꎬ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与思想问题相结合ꎬ把握学生成长发展

的需要ꎬ提供靶向服务ꎬ积极解决学生在学习

成长中的合理诉求ꎮ 其次ꎬ以“云”家访推动

高校教师在家校协同育人过程中开展新时代

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云”家访弥补了传统家访在时间、空间等方

面的不足ꎬ使家访更深入、更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ꎮ 构建高校基层学院领导班子、教工党支

部书记、班主任、辅导员“四位一体”的有效

家访工作模式ꎬ深入了解偏远地区家庭和学

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家庭基本情

况和在家学习、生活的状态ꎬ深入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ꎮ 再次ꎬ以“云”辅导推动高

校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开展新时代以学雷

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引导广

大师生以课程育人和网络育人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学习雷锋活动ꎬ在“易班优课”平台搭建

“公共基础课程学习平台”ꎬ并设置优课群ꎬ
实现在线学习、辅导、答疑、测验和考试功能ꎻ
有效运用“易班优课”平台ꎬ搭建“网络名师”
阵地ꎬ形成专业教学和学生教育的合力ꎮ
３.深化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载体创新

　 　 载体是指承载思想的外在媒介ꎮ 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相关思想与理念需要通过一

定的媒介才能被学生所感知ꎬ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体与客体通过媒介能够相互沟通与互

动[９]ꎮ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ꎬ要以“学习雷锋精神”为主线ꎬ以
“大手拉小手”为特色进行载体创新ꎮ 要以

“大手拉小手ꎬ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ꎬ
以高校学生争当弘扬雷锋精神的先锋为抓手ꎬ
重点以“隔空抗疫情网上发声”“弘扬雷锋精

神主题‘云班会’”“用爱心续写雷锋故事”等
主题活动为载体ꎬ精心设计ꎬ有效组织ꎬ确保活

动取得成效ꎬ不断推进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ꎮ
首先ꎬ组织大学生和当地中小学生联合

开展“大手拉小手ꎬ隔空抗疫情”学习雷锋活

动ꎬ利用视频隔空对话的形式ꎬ相互勉励ꎮ 其

次ꎬ要组织“大手拉小手ꎬ传承和弘扬雷锋精

神主题‘云班会’”活动ꎮ 由高校联合中小

学、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班ꎬ组织召开“让
雷锋精神在战‘疫’中闪耀光芒”主题“云”班
会ꎬ为广大中小学生在线讲述雷锋故事ꎬ传承

雷锋精神ꎬ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信念ꎬ做正

面舆论的引导者ꎻ立足本职ꎬ做遵纪守规的践

行者ꎻ无私奉献ꎬ做爱心力量的汇聚者ꎮ 再

次ꎬ要组织“大手拉小手ꎬ用爱心续写雷锋故

事”活动ꎮ 为了致敬最美逆行天使ꎬ减轻一

线医务人员照顾子女的后顾之忧ꎬ高校组织

大学生与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结成互助对

子ꎬ以线上的方式做好中小学生的学习指导

和心理疏导工作ꎬ用爱心续写新时代雷锋

故事ꎮ
４.构建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系统架构

　 　 构建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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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工作的系统架构ꎬ能够形成以学雷

锋为 主 题 的 网 络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合

力[１０ － １１]ꎮ 高校要不断深入挖掘育人要素ꎬ进
一步完善育人机制ꎬ切实提高新时代以学雷

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１２]ꎮ
高校要有效部署ꎬ通过党政联席会议、专

题会议等形式ꎬ引导全体教职工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ꎬ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责任担当ꎬ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ꎬ
做好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ꎻ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ꎬ发挥

高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ꎬ发挥高校群团组织的联系服务、团
结凝聚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ꎬ坚持“双线推

进”ꎬ统筹抓好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ꎻ以“课程思政”为目

标ꎬ引导专任教师深化教学改革ꎬ优化课程设

置ꎬ完善教学设计ꎬ加强教学管理ꎬ在线上网

课中深挖各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ꎬ实现新时

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知

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ꎻ坚持“围绕学生、关
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原则ꎬ完善解决学生实

际问题和思想问题相融合的工作方法ꎬ以
“云家访” “云辅导” “云谈心”等方式ꎬ实现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与学生服务管理的有效融合ꎮ 在易班平台融

入课程教学ꎬ成立关于网络育人方向的辅导

员工作室ꎬ引导青年学子上好网上团课ꎻ利用

学院微信平台ꎬ推送“思想引导、学业指导、
心理辅导、校园文化”等专题网文ꎬ多措并举

夯实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ꎬ丰富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ꎮ 以传承和弘扬

雷锋精神为抓手ꎬ扎实推进“文化育人”工

作ꎬ以承办校园雷锋班为契机ꎬ组织开展“用
爱心续写雷锋故事”等系列活动ꎬ以传承和

弘扬“雷锋精神”为中心内容ꎬ运用多种教育

载体ꎬ深入贯彻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ꎮ

四、结　 语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重大的时代价

值ꎬ要从队伍建设、方法创新、载体创新和系

统架构 ４ 个角度ꎬ推动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

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ꎮ 未来ꎬ
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需要不断深入ꎮ 一是要利用大数据ꎬ做好新

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精准识别ꎮ 基于当前大学生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微信、微博、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信息皆

可被采集并识别ꎬ“精准画像”后应用于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ꎮ 新时代以学雷锋

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ꎬ要充分利用大

数据原理ꎬ实现大学生学习雷锋精神的精准

识别ꎬ将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打造成“精准思政”的品牌工作ꎮ 二是要

利用系统理论原理ꎬ打造高校校级雷锋班和

基层学院雷锋班ꎬ共同开展新时代以学雷锋

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联动模式ꎮ 高

校以学雷锋为主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

个系统ꎬ校级雷锋班和院级雷锋班是开展新

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两个联动主体ꎬ校级雷锋班和院级雷锋班共

同组成高校大学生学雷锋的“朋辈引导系

统”ꎬ分析“朋辈引导系统”的结构和功能ꎬ研
究“朋辈引导系统”中的子系统、要素和其面

临的外部环境三者间的相互关系ꎬ才能更好

地推动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ꎮ 三是利用融合创新原理ꎬ做好

劳动主题教育与新时代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ꎮ 利用网络形式

实现学雷锋主题教育与劳动主题教育的融

合ꎬ实现两个主题教育育人宗旨、育人载体、
育人内容、育人功能和育人形式的融合ꎬ能更

好地提升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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