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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责任文化教育载体研究

李佳芳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学院

,

浙江 宁波 31 5 100 )

摘 要 :在当前的微时代背景下
,

高职 学生责任文化教育面 临着信息良芬不 齐导致学生形成错误认知
,

微

谋介共享性对责任文化教育内容的挑战
,

以及微谋介的互动性对责任文化教育方式的挑战等问题
。

本文针对

这些 问题进行 了详细分析
,

并提 出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责任文化教育载体应用对策
:

发布
“

微信息
” ,

促进

典论正确导向 ; 搭建
“

微平台
” ,

明确学生责任意识 ; 创建
“

微环境
” ,

实现教育无缝对接 ; 实施
“

微实践
” ,

强

化责任担当能力 ;树立
“

微典范
” ,

凸显榜样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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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和手机技术的不断更新
,

以微博
、

和社会动态问题关注相对较少
。

具体为
,

58
.

75 % 的

微信等为标志的
“

微
”

型传播媒介快速影响了人们的 高职学生关注体闲旅游
,

45 % 学生关注明星娱乐
,

思想
,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

微时代
” 。

这个 43
.

37 % 学生关注生活资讯
,

27 3 % 关注游戏动态 (大

时代背景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载体
,

为高职学生 部分为男生 )
,

只有 9
.

87 % 学生会关注时政新闻和社

责任文化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

也为责任文化教 会动态问题等
。

在微时代下
,

高职学生可以快速高效

育注入了新活力
。

目前
,

微生活已影响到高职学生的 地接收各种信息
,

选择性较大
。

但是
,

他们对当下社

各个方面
,

因而
,

高职院校应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

充 会出现的一些责任问题抱着利益关系的态度
,

与自身

分利用微博
、

微信
、

微公益等
“

微媒介
”

教育平台
,

创 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
,

他们关注度相对较高
,

而对与

新责任文化教育载体
,

以增强高职院责任文化教育的 自身不直接相关的信息
,

他们几乎不浏览
。

针对性和实效性
。

二
、

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责任文化教育面临的

一
、

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责任文化教育载体应 挑战

用现状 (一 )信息良芬不 齐导致学生形成错误认知

(一 )微谋介使用率高
,

影响 范围广 随着微媒体的不断发展
,

其功能不断健全
,

学生

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宁波市高职院校 16
.

25 % 通过微媒体能及时获得各种信息
。

但是
,

网络的迅速

的学生每天使用微博
、

微信等媒介在一个小时左右
,

发展也使微媒体上的信息良秀不齐
,

多元的价值观及

31
.

25 % 的学生使用三个小时左右
,

25 % 的学生使用 大量的负面信息
,

使学生陷入迷茫的状态
。

大学生虽

六个小时左右
,

27
.

5% 的学生使用微媒介超过六小 然较中学生成熟
,

但其仍存在思想信念不坚定
,

易受

时
。

可见
,

在微时代背景下
,

高职大学生对
“

微媒介
”

西方思想影响等特点
。

随着网络上的信息不断增多
,

的使用率较高
,

微媒介影响高职学生的方方面面
,

高 多数学生缺乏辨别能力
,

会受西方普世价值
、

消费主

职学生通过手机及时了解信息的新动态
,

已成为一种 义
、

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
,

对中国的价值观产生

习惯和常态
。

怀疑
,

从而严重阻碍责任文化教育进程
。

(二 ) 关注微信息种 类 多
,

对有关责任主题 内容 (二 )微谋介的共享性对责任文化教育内容提 出

关注较少 了挑战

据调查得知
,

高职学生每天关注的信息有生活资 在责任文化教育中
,

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会直接影

讯
、

明星娱乐
、

游戏动态
、

体闲旅游等
,

对时政新 闻 响课堂效率
。

目前
,

多数大学生主要在课堂上获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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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文化教育的内容
。

但是
,

随着微媒体的发展
,

其共享性特点逐渐凸显
,

学生通过微媒介平台能获得

各种有关责任文化教育的内容
,

学生能自主选择相关

的学习内容
。

在这种情况下
,

经常出现教师在课堂上

教授的内容
,

多数学生已经通过网络 自学完成
,

因而

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

(三 )微谋介的互动性对责任文化教育方 式提出

了挑战

目前
,

多数高校在进行责任文化教育的同时
,

仍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

即大班授课
,

以硬性管理
,

理

论教育为主
,

师生互动较少
,

教学方式单一
。

而随着

微媒介的普及
,

高职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
、

多途径
,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表各 自的看法
,

并且可以实

现与他人互动
。

在该背景下
,

学生逐渐从被动接受相

关知识转变为主动与他人交流
,

传统强制性的教育方

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

三
、

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责任文化教育载体应

用对策思考

(一 )发布
“

微信息
” ,

促进典论正确导向

从上述内容可知
,

微媒介的使用对高职学生的影

响较大
。

因此
,

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利用微媒介传递范

围广
、

传播速度快
、

内容多样性等优点
,

在学校的官

方微博
、

微信平台
,

通过
“

微漫画
” “

微卡通
”

的责任

教育方法
,

切实有效地向学生发布相关信息
,

控制舆

论正确导向
,

形成
“

处处见宣传
,

人人知责任
”

的优良

风气
。

(二 )搭建
“

微平台
” ,

明确学生责任意识

首先
,

各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微信
、

微博等传播媒

介
,

申请微信公众号
,

创办微信群等
,

定期在微信公

众平台上传有关责任文化的文章
,

并在微信群里与学

生讨论有关该文章的内容
,

加深学生对该文章内容的

理解 ; 其次
,

各高校要利用网络设计学校的网页
,

开

辟有关责任文化教育的专栏
,

定期发布相关内容
,

以

供学生浏览 ;最后
,

开设责任文化教育网络
`

微课程
, , ,

教师可以模仿当前较流行的微课形式
,

根据责任文化

教育的相关内容
,

录制微视频
,

并将其上传到微信平

台或学校网页
,

以供学生自主学习
。

(三 )创建
“

微环境
” ,

实现教育无缝对接

首先
,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在图书馆各处设置电子阅

读器
,

在电子阅读器的首页发布关于责任文化教育的通

知
、

新闻或相关知识等内容
,

加强学生对微媒体的运用
。

其次
,

要在利用新型微媒介的基础上
,

加强对传统媒介

的运用
,

将两者结 合起来
。

如利用学校的广播
、

杂志
、

报纸等传统媒介
,

介绍有关责任文化教育的内容
,

与微

媒体的运用形成互补
,

以广泛传播责任文化的内容
,

使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 对相关内容的认知
。

(四 ) 实施
“

微实践
” ,

强化责任担当能力

一是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形式
。

高职院校可以开

展责任文化教育的实践活动
,

寓教于乐
,

以达到责任

文化教育的预期效果
。

例如
,

开展
“

志愿者服务活

动
” “

走进社区
” “

爱心支教
” “

三下乡
”

等社会实

践活动
,

在实践活动中增强高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二是定期开展关于 自我责任
、

家庭责任
、

职业责任等

主题的团 日活动或者主题班会
,

在活动中提升学生的

自我责任
、

家庭责任和职业责任意识
。

三是组织微公

益活动
。

在高职学生中积极宣传和树立微公益理念
,

组织高职学生喜闻乐见的微公益活动
,

形成良好的公

益氛围
。

(五 )树立
“

微典范
” ,

凸显榜样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高职院校可以开展
“

责任

模范生
”

示范活动
,

定期与不定期地宣传具有优秀责

任意识同学的先进事迹
。

同时
,

还可以推选学习成绩

优秀
、

责任意识强的学生的
“

微事迹
” ,

通过微媒介平

台进行传播
,

促使高职学生接收信息后产生共鸣
,

引

发学习
“

微典范
”

的热潮
,

凸显榜样示范的作用
,

从而

提升高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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