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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校党员师生和青年学生的共同特征和总体需求，定位高校党团类云平台的服务功能与互动项
目。从高校具体党建和团学工作需要出发，设计高校党建云平台和高校“青年之声”平台的功能模组、拓展板块、
反馈系统等，建构出高校党建云平台和高校“青年之声”平台。运用“众筹”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延伸并深化高校党建云平台和“青年之声”平台各功能模组的思想引领功能，推进基于平台功能模组的思政工
作供给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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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党团类云平台的建设与研究现状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自主研发的全国党建

云平台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９日正式开通，团中央“青年之
声”互动社交平台也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正式开通上
线。在《关于在全团推进“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
设的通知》和《“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设指导意
见》等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级党团组织对党建云
平台和“青年之声”平台等党团类云平台的建设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与此同时，党团类云平台建设的经验总
结与理论探索也方兴未艾。

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党团类云平台建
设的规范性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数是在平台建设经验
总结的基础上，从规律与经验出发回答“平台应该怎样
建设”的“应然”研究。国内学界已经有大量成果关注
互联网与党建、新媒体与思政教育之间内在联系的研
究，但结合党团类云平台建设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创新的研究成果仍是凤毛麟角。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互联网与党建、新媒体与思
政教育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丰富的规范性研究，但结合
党团类云平台建设的研究成果仍较少。理论探索的速
度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速度，所以，结合党团类云平台建
设探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创新，成为当前重要且
迫切的课题。

２　基于高校党建云平台建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模式
　　首先，针对高校党员师生的需求特征，建构高校党
建云平台。从传播学与思政教育学的理论视角，解构
新媒体传播时代下“互联网＋”党建的网络思政教育技
术。针对高校党员师生的共同特征和总体需求，定位
高校党建云平台的服务功能与互动项目。从高校具体

党建工作需要出发，设计高校党建云平台的功能模组、
拓展板块、反馈系统等，建构出高校党建云平台。借助
高校党建云平台的移动和互联等技术特点，创新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以达成思想政治工作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的效果。

其次，创新基于高校党建云平台的思想政治工作
模式。围绕平台的三会一课服务、组织生活服务、党务
管理服务、网络党校服务、党建宣传服务等核心功能，
运用“众筹”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延
伸并深化高校党建云平台各功能模组的思想引导功
能，推动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从线上到线下）思想政
治工作模式创新。充分运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社科理论界专家、各行业先进模范、高
校党委书记校长、院（系）党政负责人、名师大家和专业
课骨干教师、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骨干等８支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众智育人，推进基于平台功能模组的思想政
治工作供给侧创新。

最后，完善“创新－使用－反馈－改善”的闭环工
作链接。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收集师生用户
对党建云平台的体验反馈数据等，进一步完善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知识化管理，积极发挥平台的“众智育
人”作用，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３　基于高校“青年之声”平台建构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模式
　　首先，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需求特征，建构高校
“青年之声”平台。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共同特征和总
体需求，定位高校“青年之声”平台的服务功能与互动
项目。从高校具体团学工作需要出发，设计高校“青年
之声”平台的功能模组、拓展板块、反馈系统等，建构出
普适性的高校“青年之声”平台模型。结合“青年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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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
其次，创新基于高校“青年之声”平台的思想政治

工作模式。围绕平台的学习服务、志愿服务、创业服
务、就业服务、心理服务等核心功能，运用“众筹”思维
和互联网思维，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延伸并深化高校
“青年之声”平台各功能模组的思想引领功能，灵活运
用“团帮青、专帮青、青帮青、政帮青、社帮青”等多种服
务模式，推动 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从线上到线下）思
想政治工作模式创新。

再次，推进基于平台功能模组的思政工作供给侧
创新。一是从学习服务到文化涵养的“政帮青＋专帮
青”式创新。由党政干部指导青年学生开展理论学习，
专家学者为青年学生讲授文化知识。二是从志愿服务
到实践养成的“团帮青＋社帮青”式创新。由团干部指
导青年学生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团体提供志愿服务社
会。三是从创业服务到方向引领的“专帮青＋社帮青”
式创新。由创业专家指导青年学生创业，社会力量提

供创业机会。四是从就业服务到价值引领的“专帮青
＋社帮青”式创新，由就业导师指导青年就业，社会力
量提供就业机会。五是从心理服务到精神激励的“青
帮青＋专帮青”式创新。由青年朋辈线上线下互助支
持，组织心理专家线上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解答青年心
理困惑。

最后，强化实证分析，完善实践模式。试点运行基
于“青年之声”平台建设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通
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收集学生用户对“青年之
声”平台的体验反馈数据等，进一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知识化管理，积极发挥平台的“众智育人”作用，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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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教学实效性，而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不太令人
满意，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有多种途径。因此从培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角度，分析思
政课学生学习兴趣的现状、原因，提出培养思政课学生学习兴趣的对策，进而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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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和主阵地，但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
性不太令人满意。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不高是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学生对思政课有
兴趣、愿意学、乐于学，那么，思政课教学效果就会大大
提高。因此，分析思政课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现状，

找出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提升学生学习思
政课的兴趣、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思政课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现状
根据笔者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大学生中有相

当一部分学生对思政课学习不是很感兴趣。主要表
现：第一是出勤率不高。高校思政课相对于专业课来
说，出勤率不高。一部分学生认为思政课没有用，可上
可不上，能逃课就逃课了。第二是听课不认真。一部
分学生虽然人在教室，但心不在学习思政课。极个别

学生上课睡觉，有的学生要么带着专业课作业，要么低
头看手机，要么看其它书。还有极个别学生一学期学
完后，书还是崭新的，没有标注的痕迹。第三是对考试
不够重视。有的学生学了一学期后，一些基本的概念、

原理都并未掌握，答题时自己乱编。这反映出一小部
分学生对考试缺乏应有的重视，考试复习不认真，也导
致极个别学生考试不及格。

２　学生对思政课学习缺乏兴趣的原因
２．１　宏观上：社会环境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物质、实
用、功利，轻精神、思想、学习。甚至些人眼里只剩下了
“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学生，不重视思想政治理
论课，认为是空洞的说教，学了也“没有用”。

当今时代，新媒体兴起，移动互联网和无线 ＷＩＦＩ
逐渐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网络为主的互动媒体时
代、数字化时代。新媒体以它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