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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 石家庄学院

案例名称 自媒体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之“微模式”构建

项目带头人 冯华

中共石家庄市委高校工作委员会制

2018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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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申报表用 A４纸正反面打印；

2.请详细填写表中所列各项内容，项目带头人为 1 人，主要

贡献者最多不超过 3 人（项目带头人请勿在主要贡献者中重复填

写，主要贡献者超过 3 人者按排名顺序取前 3 人）；

3.案例介绍要真实准确，写明项目实施时间、实施过程、主

要措施、实施效果等内容，不超过 2000 字，字体为 4 号楷体；

4.案例总结报告是对申报创新案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要求

观点鲜明、论述清楚、有理有据、概括准确，做到理论与实践 相

结合，不超过 5000 字；

5.内容填写全部为打印，总结报告标题为小二号宋体加黑；

正文一级标题为三号黑体，二级标题为三号楷体加黑，内文为三

号仿宋；

6.申报人所在院（系、部）党组织意见，单位党委加盖公章

后方可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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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申报表

申报单位 石家庄学院

案例名称
自媒体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之“微模式”构建

项目带头人 冯华 职 务 教师

主要贡献者 王利霞

联系电话 18632151758

案

例

介

绍

实施时间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今

实施过程

调查研究---课题论证---制定分工方案---

构建“微模式”---实践研究---总结提高

主要做法

（一）主体中心模式：打造“微形象”，树立教

育主体新面貌，创新“微思维”，善用“微语

言”。

（二）载体中心模式：善用微阵地，畅通教育载

体新渠道。

（三）内容中心模式：策划微教育，打造思想教

育精品课，开发微课堂，创新微实践。

创新点

搭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的“微模式”，辅导员利用非整块的、零散的

时间，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传播载体，将信

息以非线性、零门槛的形式生产、积累、共享、

传播，随时随地的对大学生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教

育。以微博、微信为载体，以相对微小的文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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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通过对学生的点滴渗透，实现由微小到巨

大，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效果。

实施效果

（一）发挥了辅导员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人，辅

导员通过建立新的学习模式和渠道，通过微信、

朋友圈等内容原创、转发，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习惯，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来

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

育，更能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提高教育

效率和教育效果。

（二）探索了“互联网＋”学习新模式

新时代各种网络手段使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

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互联网＋”学习新模

式，结合理论实践、课内课外、线上线下，通过

专题学习、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开展学

习，提升学习效果、利用图、文、声、像等手

段，以大学生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三）将思想理论学习渗透到学校组织开展

的各项活动中去

在体育学院开展“荣耀赛场”系列活动，在

专业比赛、技能训练、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

务活动、假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中，广泛的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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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加强思想学习的意识。

案

例

总

结

报

告

自媒体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之“微模式”构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

和思维方式，辅导员利用班会、团日活动、集中学习

等传统的教育载体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育会导致学习流于形式，过于枯燥，很难

做到入脑、入心，并起到引领学生思想的作用。

一、主题及思路

本项目的开展实施，力图搭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微模式”。辅导员利用非

整块的、零散的时间，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传播

载体，将信息以非线性、零门槛的形式生产、积累、

共享、传播，随时随地的对大学生进行显性或隐性的

教育。以微博、微信为载体，以相对微小的文字规

模，通过对学生的点滴渗透，力求实现由微小到巨

大，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效果。

二、实施方法和过程

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召开至今，我们

利用“微模式”在所在学院开展了一系列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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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

平台，开发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教育素材,组织拍

摄“微视频”、录制“微党课”，探索好的教育方法

和举措，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并总结开展教育的微

模式，以扩大教育活动的影响面和教育效果。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辅导员

微课、班级宣讲团、开展主题征文等活动，充分发挥

微博、微信、微课等新媒体矩阵作用，带领广大师生

生动鲜活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主体中心模式：打造“微形象”，树立教

育主体新面貌

1. 创新“微思维”：自媒体时代，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新的学习方式

和学习环境。思想教育的主体也从辅导员个人，转化

为更加立体的模式。项目开展之初，首先发挥辅导员

的带头作用，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围绕八个明确，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战略布局、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

目标、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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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结合习近平系列讲话

中关于青年的内容，设置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专题教

育，包括爱国、立志、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应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依靠学生创新教育形

式，开发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

2. 善用“微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微时

代的语言应是诙谐、轻松、直白的大众语言。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辅导

员应运用当前大学生所熟悉的网络新词、微言微语和

各种微文体，以短小精悍的语言、生动活泼的表达、

新奇有趣的结构消除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感。

（二）载体中心模式：善用微阵地，畅通教育载

体新渠道

1. 自媒体是承载和传递思想教育的基本载体，

运用学生最乐于接受的新兴传播媒介，以适应现在95

后大学生的活跃思维。微信是目前大学生最乐于接受

的工作载体，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它具有使用高频

度、操作简单、开放性、交互性强。根据对石家庄学

院大学生的调查，使用微信作为社交工具的比例已经

达到100%。

2. 为减少学生关注微博、微信平台的数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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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利用体育学院现有平台，开辟十九大教育专题，发

布丰富的教育内容、微信素材，以相对微小的文字规

模，更吸引学生的活泼方式，通过日常对学生点滴渗

透，扩大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

（三）内容中心模式：策划微教育，打造思想教

育精品课

1. 微课堂：通过项目小组分工合作，围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包括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

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

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讲话

内容，开设十节微课程，统一构思、备课形成教育专

题，并进行视频的录制，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清楚、讲明白，让大

学生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易转化。

2. 课前微酝酿，课后微补充

自媒体时代，辅导员可以在课前，利用微博、微

信，将这节课的相关信息或有助于教学的资料推送给

学生，并提出具有探讨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思考。课后“微补充”。课后可利用微平

台，发起讨论话题或心得体会等虚拟实践或知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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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3. 微实践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指导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

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采用主题观摩、主题交流、

主题座谈等鲜活生动的形式，使学生加强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并促进其向实践

的转化。

三、下一步加强和改进的计划

（一）开发系统的微课，使课程内容建构上具有

自主性、影响上具有多重性以及与社会实际的紧密联

系性；充分结合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牢牢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设置系统的现

实教育、体验教育、实地教学，配合激情教学、网络

教学、团队教学等新颖的教学形式。

（二）依照所带学生学习现状，编制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资

料，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容转化为具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的教学内容。

(三)辅导员应掌握网络宣传教育的主动权、主导

权、话语权，在引导大学生通过网络学习的过程中，

加强对平台内容的监控及舆论动向，以确保教育内容

积极向上，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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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院
（系、部）
党组织意见

该项目的实施和开展，是对十九大召开以来体育学院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系统总结和提升，充分发挥了发挥一线专

职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领作用，以生动活泼

的方式在大学生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探索“微模式”，利用“互联网＋”的学习思路，开

展系统化的“微视频、微党课、微行动”活动，结合专业学

生的特点，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提高教育效率和教

育效果，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盖 章

年 月 日

单位
党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委高校
工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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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汇总表

单位（公章）： 2018年11月13日

序号 项目带头人 职务 主要贡献者 项目名称
备

注

1 冯华 教师 王利霞

自媒体视域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之“微模式”构建

2

填报人： 冯华 联系电话：1863215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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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创新点及实施效果说明（不超过500字）：

自媒体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之“微模式”构建

石家庄学院 冯华

创新点：本项目力图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的“微模式”，即主体中心模式：打造“微形象”，树立

教育主体新面貌；载体中心模式：善用微阵地，畅通教育载体新

渠道；内容中心模式：策划微教育，打造思想教育精品课。利用

非整块的、零散的时间，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传播载体，通

过系统化的“微视频、微党课、微行动”，随时随地的对大学生

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教育。

实施效果：通过辅导员建立新的学习模式和渠道，形成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习惯，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效果。通过“互联网

＋”学习新模式，结合理论实践、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图、

文、声、像等手段，让大学生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易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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