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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众教学角度探索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融合策略 
杨晶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传播学中最早出现分众概念，主要是指将不同内容通过不同方法传递给不同传播对象。目前在

高校思政课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中分众教学得到有效应用，通过分众教学的思政课教学可以结合不同学生

的不同特点区分教学受众，从而基于不同学生群体选择不同教育内容和形式，最大化满足学生个体需求，

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简要阐述分众教学角度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融合价值，即

强化师生认同、实施精准教学、拓展思政课堂等。探究信息技术和高校思政课教学在分众教学角度下的融

合原则，提出课前区分教学受众，重新构建教学内容等相应的教学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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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cu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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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e concept of focus first appeared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which mainly refers to the 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 contents to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objects through different methods. At present, crowd based 

teaching has been effectively appli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crowd based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distinguish the 

teaching audienc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udents, and select different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forms based on different student groups, maximizing the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briefly elaborates on the 

integration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wdsourcing teaching, which includes strengthening teacher-student identification, implementing 

precise teaching, and expa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wd based 

teaching,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teaching integr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istinguishing teaching audiences before 

class and reconstructing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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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

出分众概念，在教学领域运用该思想内涵可以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和效率。在实际运用中教育者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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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育对象的特点，然后立足特点区分差异化教育

对象。进而通过不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展开个性化

教育，落实因材施教，以此实现精准化教学目标。

与传统和大众教学相比，分众教学在信息时代下的

运用优势和作用更为明显，且更是存在独特优势。

不仅可以有效了解学生主体学习规律，还可以促进

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发展。 

一、分众教学角度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

学的融合价值 

（一）强化师生认同 

目前在信息技术和高校思政课教学融合中运

用分众教学具有较大价值，可以强化教师和学生认

同，促进思政课教学信息化发展。在传统思政课教

学中，教师是重要的教学中心，教学方法也是以灌

输式为主。虽然这样的教学略显枯燥，但是仍然可

以获得学生的认同。然而在信息时代下，信息技术

和网络资源的不断发展使教师占据课堂教学中心，

占有信息资源优势发生较大变化，且逐渐呈现出减

弱的态势。相反，高校大学生主体意识和学习主人

翁观念不断提升，学生的价值观更是向着多样化方

向发展。如此就导致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不断下

降，甚至出现教学权威变弱的情况。基于分众教学

角度促进信息技术和高校思政课教学融合，可以使

教师运用网络数据技术、平台开展思政课教学，结

合学生需求偏好等展开针对学生的分众教学。最大

程度地突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话语霸权和中心

地位，令学生可以真正回归课堂，成为学习的主体，

彰显学生自学优势。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大学生

也会增强自己对教师教学的行为认同，从而在此基

础上构建形成良好的理论认同，进一步提高学生思

政课学习效果。而且在分众教学角度下，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会越来越丰富，师生不仅可以通

过课堂展开互动交流，还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平台

进行沟通。从而促进知识传递，增加彼此距离，强

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认同，提升思政课教学的

亲和力，促进教师教学权威的重新塑造和形成。 

（二）实施精准教学 

在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教学质量不理

想的原因在于高校和教师未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不

同情况，设计与制定针对性的教学内容与方案。同

时，教师所教学的知识不能契合学生所关注的问

题，也难以直接企业中学生的实际需求要害。并且

在统一化的教学方案引导下，也导致知识教学和学

生学习需求之间发生错位，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不能有效形成教学共鸣，最终使学生在课堂学

习中出现参与率少、抬头率低等现象。但是在信息

技术和高校思政课教学融合过程中运用分众教学

则有利于教师实施精准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

用学生网络舆情分析、网络调查等方式多方面了解

学生兴趣素养等相应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区分学生

受众，为学生制定教学方案和绘制画像。随后教师

结合不同受众学习现状特点，基于问题整合和完善

相关教学内容，为学生设计差异性更强的教学方

案，最后开展与实施精准教学。以此实现结合学生

需求实施教育的目标，真正落实因材施教，提高信

息技术和思政课教学之间的融合效果。 

二、分众教学角度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

学的融合原则 

（一）延续思政课教学传统优势 

分众教学角度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融合需要坚持延续思政课教学传统优势的原则，

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思政课分众教学全面开展。信息

技术和高校思政课教学融合中，教师有效把握和延

续思政课教学传统优势的关键在于利用好思政课

教学的这一重要路径。在思政课教学中，师生传统

面对面教学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教学形式。如果思政

课教学离开这一重要的教学路径，则将会失去思政

课教学的传统优势，而思政课教学和信息技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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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融合也就无从提及。并且在分众教学角度

下，运用好思政课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也是提高教学

水平的有效方式，可以更好奠定信息技术和思政课

教学高度融合的基础，也有利于开展后续的分众教

学。在延续思政课教学传统优势中，教师需要尽可

能呈现自身的气质和魅力，也需要坚持完善理论知

识，树立服务学生的良好观念，推动分众教学角度

下信息技术和思政课教学的融合。进而才有利于使

学生更好获得课堂学习的满足感与自信心，愿意和

教师展开沟通。如此一来也才能真正展现思政课教

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效果，使教学的传统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总而言之，在分众教学角度下，教师只

有延续好思政课教学传统优势，立足于传统优势基

础才可以更好谈及信息技术和教学之间的充分融

合，推动教学优化发展，落实分众教学。 

（二）坚持思政课教学客观规律 

分众教学角度下，为推动信息技术和思政课教

学的深度融合，需要坚持思政课教学客观规律，这

也是教学融合过程中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在教学

融合中，高校和教师除了需要坚持思政工作规律以

外，也需要坚持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从

而促进思政工作和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并且高校

和教师在坚持教学客观规律促进分众教学，实现信

息技术和思政课教学融合期间，也应该发挥课堂教

学主渠道优势，在教学的不断改进中强化思政理论

课，增加教学针对性，使教学符合学生创新发展和

成长的期待。在具体实践中，教师需要通过信息技

术和教学的融合向学生传递知识，也需要合理区分

教学的受众，将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教学全过程

中贯彻学生个性化培养，带领学生形成良好的观

念。与此同时，教师也需要针对分众教学的实际特

点，为学生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思政课教学新方

法、新思路，不断推动技术和教学的深入融合，为

学生带来不一样的分众教学体验和感受，使每个学

生都可以在信息技术和教学融合环境下获得更多

知识和成长，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三、分众教学角度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

学的融合策略 

（一）课前区分教学受众，重新构建教学内容 

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之前，需要运用信息技术和

大数据等信息化的学生样本调查方式，分析大学生

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在具体调查中，可以采用采

集和分类信息时代全体受众碎片化信息的方式，使

全体受众碎片化信息的采集和聚合成为现实可能，

提高学生调查有效性。同时，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

术和大数据挖掘新媒体上大学生点赞和关注等信

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学生个性

特点。进而在此基础上描绘学生画像，然后结合不

同画像的不同特点有效区分受众。教师在区分完教

学受众以后，可以结合分众结果，在课前为不同学

生受众制定不同的课程方案。并且无论是教学目

标，还是教学内容都需要与不同主体学习特点相

符。为学生所制定的教学目标需要更具弹性，也需

要结合教学目标完成情况调整教学内容。为学生所

选取和应用的教学内容需要符合学生实际，注重教

学内容中社会正气的传播与弘扬，更需要体现教学

内容输出的差异性、开放性特征，进而保障教学受

众可以学到针对性知识和内容。 

（二）课中设计分众教学，采用多元教学形式 

首先，教师在分众教学中需要善于从“信息时

代”了解和观察学生日常生活思想动态和行为轨

迹，然后在其中找出学生的社会关切点和关注的热

点话题，结合目标受众提出相关问题，以此导入思

政课的相关教学。并且教师还需要通过网络教学平

台为学生设计有趣的教学活动环节，循序渐进地向

学生推荐和传递教学内容，其中的教学内容可以采

用问题链接方式，也可以通过视频、图片呈现方式。

从而通过好的教学形式来传播好的教学内容，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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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际教学效果。其次，在翻转课堂和在线教学

等教学形式出现以后，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和信息技

术的融合带来了更多途径和机遇。为抓住这些多元

化教学形式的优势，提高分众教学质量，需要教师

通过信息技术下的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合

理借助网络资源和信息，促进教学活动丰富开展，

并且网络平台也能够对线下教学活动的实施提供

辅助作用。教师可以在分众教学的线下教学过程

中，结合不同学生接受能力和知识学习情况，运用

网络平台中多样化的网络资源对学生展开针对性

的案例教学，从而帮助学生更好消化和吸收理论知

识与内容。最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下有效制

作微视频，带领学生实施体验式教学活动。如此一

来，有利于更好提高学生在分众教学中的学习效

果。并且教师还可以在网络平台中发起网络问卷等

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平台发表评论和互动。进而更

好通过网络平台资源和技术的使用，推动多元教学

形式的联合与发展，体现协同作用，提升思政课教

学成效。 

（三）课后拓展思政教学，打造思政第二课堂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中，为有效

开展分众教学需要课后拓展思政教学，打造思政第

二课堂。一方面，高校和教师需要全面挖掘网络教

学资源，通过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方式实现思政课

第二课堂建设与发展，通过第二课堂延伸和拓展思

政教学。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有效研究学生群体特

征，围绕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组织第二课堂的实践教

学活动，令学生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教学活动相吻

合。在具体的活动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不同特

点，为学生设计更加广泛的实践主题范围。还可以

让学生结合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选择相应

的题目，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时间任务完成。在学

生完成任务期间，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信息反馈

和交流，归档学生出现的共性问题，然后对学生的

实践教学方案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拓展思政教

学，打造思政第二课堂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兴趣

的不同引导学生构建专项社团，为学生配备专业指

导教师。然后引导学生根据思政组织主题活动，不

断构成属于自己的实践成果。在最后通过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进行相关成果的展示，进而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和水平。 

结语 

在分众教学角度下开展信息技术和思政课教

学融合工作的关键在于瞄准教育对象，区分教学受

众，重新构建教学内容。同时，在信息技术和思政

课教学融合中，为更好开展分众教学，需要高校和

教师在课中设计分众教学，采用多元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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