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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use of intelligent portable terminals brings 

challenges to students' belief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spond positively. Use micro platform to push positive energy. Based on micro 

classroom, stand the main position. Supplemented by micro means, to build the belief gen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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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数字时代来临，智能便携终端的使用为学生的信仰教育带来挑战。学校思政教

育者应积极应对。运用微平台，推送正能量。立足微课堂，站好主阵地。辅以微手段，打造

信仰生成机制。 

1．引言 

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不断升级，智能便携终端的使用在学生群体愈发

普及，移动支付、微信沟通、淘宝购物、知乎问答等具有典型数字时代特征的生活方式已经

渗透进学校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接收和发送设备的持续推陈出新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

了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塑造。面对新媒体的强势来袭，学校的思政工作者必须

高度重视“微”时代学生信仰教育的一系列挑战，并作出积极应对。 

2．何谓“微”时代？ 

首先，“微”时代的特征体现在信息接受和发送的字数和时间限制上。从微博首先成为受

众广泛的社交平台之后，因为其发布信息的字数限制及发送方式的简单易行，使用者开始逐

渐依赖这些新的媒介表达自己的态度及观点。微信延续了信息接受和发送“微”意义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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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送语音一次只能60秒，发送朋友圈视频一次只能10秒等种种设定，让使用这些新媒介的

受众在快捷的生活节奏中得以迅速知晓繁杂信息。 

其次，“微”时代还有手持终端体积越来越小的含义。人们不再囿于只坐在台式电脑跟前

与外界联系，而是更多地使用移动终端即时处理信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更

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使用体验也越来越舒适，这从硬件方面为“微”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再次，“微”时代名词的出现也有网民自谦之意。每一个在社交媒体发声的人，都是以个

体的形态和力量发出声音，所以其呈现的观点和发表的言论更多是个性的自由表达，占据网

络空间的也有许多日常生活的琐事，具体到每顿饭前菜品的拍照，到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感受，

其主体是使用“微”设备、表达“微”观点的芸芸众生。 

3．“微”时代中学生信仰教育面临的挑战 

十九大召开之后，各级学校普遍开展了十九大精神进课堂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面向

学校的“是否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调查中, 21.18 %的同学选择“掌握

很好”，38.59%的同学选择“了解基本内容”，33%的同学选择“知道一点”，也有7.22%的同学

选择“不了解”，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否必要的调查中，62.48%的同学选择“有必

要，应让更多人了解”。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学校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并没有充分了解，

甚至会有19.24%的学生选择了“没必要，了解也没用处”。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进入大学阶段

是其独自拥有和使用智能手机的开始，也是其养成手机依赖的开始，智能移动终端的使用开

始渗透进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班级、社团信息的发布渠道依赖于QQ和微信，购物可以随

时使用手机淘宝，支付时微信和支付宝可以任选，各种问题可以在知乎、百度上发问或搜索，

学校开设的网课可以通过手机观看，教师上课可以用“云班课”即时点名、签到……学生在独

立使用智能移动终端时，由接受媒介的被动刺激开始转向以自身需求获得为目标的主动选择。

便捷的移动服务改变了学生的生活方式，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方式。毋庸讳言

的是学生遇到负面信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学生理想信念的塑造，会经历

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又不断修正、不断反复、不断重建的辩证过程。     

4．“微”时代中学生信仰教育的应对 

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者胡塞尔认为“没有任何前提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最初前提

在科学之外的生活世界里”[1]。相比胡塞尔赋予“生活世界”以“先验”的内涵，面对福利补偿不

能消除人们心理缺失而产生的“信念”危机，哈贝马斯将“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从文化、

社会和个性三者融合的社会交往理论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真实性、正

当性和真诚性的原则。学生的信仰塑造也可以基于生活世界理论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一个从

感性到理性，由局部到整体的信仰认知图式。 

4.1利用“微”平台，推送正能量 

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中，学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是个体进行深入

思考的起点。因为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便捷的数字交互方式给学生接触各种信息以快捷通

道，多维的信息来源奠定了信仰教育的起点就是学生身边的生活世界。现实生活中繁杂的信

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崇高信仰的否认甚至攻击，如有的自媒体会对邱少云、刘胡兰、赖

宁等英雄人物以及各行各业楷模提出恶意的质疑，会有不负责任的公众号推送这些不负责任

的质疑、戏谑甚至污蔑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写手不相信使命和坚守在信仰的支撑下能够超越

生命。面对信仰教育的质疑和挑战，学生自身信仰树立需要的恰恰是透过质疑找到道德的底

线和信仰的坐标，在怀疑中觉醒，达成更坚稳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在怀疑中通向真

相，这正是信仰教育的本意。所以信仰并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更不是不假思索的狂热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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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信仰教育的着力点也正是在生活体验中引导学生对具体生活情境进行自主判断和选择。

用否定之否定原理来解释，信仰教育的过程就是诸多感性认知不断被接纳和被抛弃的过程，

是前进过程中联系与发展的环节。所以成熟的信仰确立不仅是一种梳理思想的明辨，更是一

种反复思索、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 

对分课堂的教学恰恰最重视这种正面引导的作用。自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首次提出这种

适合中国课堂的教学方法之后，在信仰教育课堂中应用对分方法，是能够达成信仰教育课程

高效、有用的较佳选择。在教师讲解完基本知识并抛出问题之后，另一半的课堂由学生主体

通过亮、考、帮完成，学生不仅能够彼此交流学习心得，对于疑难问题还能够通过慎思明辨

厘清真理，促进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信仰教育的效果在逐步思考的逻辑递进中完成，生成的

课堂夯实了信仰教育的理论基础。 

4.2立足“微”课堂，站好主阵地 

随着微信等手机智能 APP 的广泛使用，学生的阅读手段也更多依赖这些便捷、即时的

移动终端。阅读的碎片化发展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可阻挡的潮流，理想信念教育对于网络的

“微阵地”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每个人每天的阅读量阅读时间有限，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

不能利用好微终端的阅读阵地，及时推送国家的大政方针、前沿学科发展以及社会正面新闻

或评论到学生接受端，就意味着丧失了有效教育的重要平台。 

合理引导才能有效教育。如对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未来图景描绘，古而有之。从柏拉图基

于哲学理性设想的“理想国”，到中国儒家思想基于人性论提到的“大同世界”，从中世纪经院

哲学描绘的“上帝之城”，到近代空想思想家基于批判现实而设想的“乌托邦”……古今中外，

总有仁人志士去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理想图景的创设需要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发展性和

明智性等特点的设想方法支撑。学生在微终端随时阅读，经常思考，理性的信念因子就此播

种。之所以去设想未来，在马克思之前，有许多思想家归结于人是思想的存在物这个原因。

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从人自身存在的特性出发，人不仅是思想的存在物，还是实践的存在

物，人不仅要设想未来，还希望所设想的一切能够通过改造世界的行动将其变为现实，所以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用他缜密的逻

辑指出理性思考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2] 

如果将远大理想同我们的现实理想结合，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也可以融入微课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开篇提到“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

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3]，而宗教信仰的普遍失落是一直以来民众思想状况的写照。马

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创造性地发展，同其理论的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

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分不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也是学生

从哲学理性角度思考现实生活的出发点。以黄河入海的清河区抗战文化来说，没有这段历史

相关资料的整理推送，大多群众没有便捷的渠道认识这段历史。可歌可泣的抗战精神对于后

代人的传承和文化认同也无从谈起。信仰的树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起点出发，经由与现

实生活联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桥梁，最终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地，这是马

恩为人类创设的理想社会图景，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性思考的结果。鲜活的史料、生

动的人物形象和党领导下的清河区人民浴血奋战的事迹，都是微课堂的重要素材。无论学校

思政课教学部门还是团学部门，通过打造“微”课堂，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站稳学生思政教

育的主阵地的重要辅助途径。 

4.3辅以“微”手段，打造信仰生成机制 

学生信仰生成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信仰生成机制。学生是信仰生

成系统的主体，“微”环境是学生信仰生成系统的文化载体之一，社会生活是学生信仰系统生

成的践行对象。可以说，学生认知、信息传播环境以及社会生活三个要素作为信仰生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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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构成部分，缺一不可，互相影响，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恰恰佐证了三者存在的必然

联系：学生认知受信息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影响，学校教育从理论学习角度为信仰生成奠

定理性思维的基础，社会生活从感同身受方面为学生提供信仰生成的践行环境。所以说传统

的变迁是在“新的情境中不同力量之间的持续斗争与实践的再造”[4]，也可以这样阐释：学校

教育奠定的理论基础为个体塑造了理想的社会图景，社会生活则从现实出发为信仰的最终实

现提供了由此及彼的土壤。 

如果信仰教育不回避社会问题，不绕开疑难问题，不舍弃敏感问题，坚信中国社会主义

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优选择”[4]，在了解学生的思想实际基础上，贴近学生的需求、情

感和生活，理解其现实的利益诉求和语言体系，用科学的规律解释社会现象，最终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并得出科学结论，使学生认识到自己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

中形成一种主观成就感，提高理论素养，直面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明白理论的真理性和价

值所在，避免生活世界与理想社会的脱节，信仰教育就真正不仅入脑而且入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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