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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 网络环境是指凭借网络载体传播和获取信息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军

院校网络建设也在快速发展, 目前, 全军几乎所有院校都建立了校园网, 一些院校还开通了因特网, 上网已成为军校学员生活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  全军各院校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网络环境。 一方面, 网络为学员提供了大量信息, 学员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及时了解

到国内外发生的事情。 同时它为学员提供了交流思想、 宣泄情绪的虚拟空间， 拓展了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网络正在对学员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诸多影响。  另一方面, 它又给学员的思想进步以及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不利因素。 如某些网上

的过激言论会影响学员的思想稳定; 网上内容庞杂, 大量灰色、黄色及反动的信息垃圾如潮而至, 阅历浅、经事少、分辩能力差的学

员长期接触这类信息,  必然扭曲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还有些学员整日痴迷于上网, 不仅荒废了学业, 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他们的

思想和行为更加难以把握。 军校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网络环境的挑战。 因此, 如何在继承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环境下继承和保持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是保证军队“打得赢., 不变质”的根本要求。 

现代技术下产生的网络环境对学员的影响是勿庸质疑的, 然而它却无法取代其他教育环境对军校学员的影响。 例如学校整体氛

围和校园文化对学员思想的影响既潜移默化又是深入“骨髓”的，因此,  在网络环境下继承和保持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依然

具有深远意义, 它在培养合格军事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它也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保证军队“打得赢., 不变质”的根

本要求。 

系统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培养学员思想政治素质中的作用。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学员, 系统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坚持把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

首位， 坚持德育第一等等, 是我军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这些传统,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继承和发扬, 对此产生丝毫的犹豫

和怀疑都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 军队院校在对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时, 不能过多地依赖几门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拓宽渠道, 

增加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内容.。人文社会科学潜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我们要注重它对学员思想的影响。 在规定的政治课

程之外,  提高人文类课程的选修课比例。同时, 还应充分发挥其它公共课与专业课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 倡导教书育人, 减少政治

教育中学员的“防备”意识,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另外, 军队院校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广泛性。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

包括道德观点、 法制观念的灌输, 也包括行为习惯、 态度、 情感、兴趣等的培养, 不仅要进行价值观教育、心理教育, 也要进行

人道主义、国际和平等方面的教育, 还应包括反色情、反吸毒、反暴力等方面的教育. 在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 既要考虑军队和

国家的需要, 又要考虑人的发展需要。 

广泛开展各项活动, 努力营造良好精神环境以促进学员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 尽管网上的内容色彩纷呈, 现实生活中的各项活

动对学员的影响却是它无法替代的。 因此,在日益发展的信息时代, 广泛开展各项活动将对学员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培养

良好的习惯、 情感、 兴趣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于校园, 创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 牢固地占领军校的思

想文化阵地。 要把军校内部的文艺舞台、期刊杂志、有线广播、闭路电视、体育比赛、橱窗板报、琴棋书画等具有我军特色的文

化活动开展好。军队院校必需从育人的高度来看待校园文化建设, 使校园文化环境成为无形的教育课堂。 把健康的思想寓于喜闻乐

见的文化娱乐等教育活动之中, 使学员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 另一方面, 军队院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报告会、研讨会、辩论会

及结合驻地实际情况参观访问等活动对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激发学员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忧患意识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自觉提高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能力。 在各种活动中, 学员既是受教育者, 也是参与活动的主体, 学员的主动参与容易消

除逆反心理和思想障碍, 正确的思想易于被学员接受, 教育效果比较理想。 

重视校风建设, 发挥它对学员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校风是全校人员共同具有的比较稳定的行为风尚。 校风主要包括领导

作风、教员作风、学员作风。 是全校上下人员精神面貌的体现。 领导作风在校风建设中占首要地位, 军校领导要做到严于律己、

作风过硬、率先垂范、求真务实、联系群众, 这本身就是强有力的教育力量。 教员作风是形成学员素质乃至整个校风的基础。 教

员为人师表、无私奉献、严谨治学,  这也是有一种很强的教育力量。 学员作风对学员形成健康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因而, 学

员作风建设是治校的基础工程。 良好的校风一经形成, 必然会对学员的思想发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成为一种无形的教育力

量。  在网络环境下,  校风建设尤为重要。 因为与网络教育相比, 校风是学员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感受到并直接其影响的特殊环

境。 军校要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校风, 充分发挥它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在网络环境下创新和发展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 

在网络环境下,  学员的思想变化更为活跃, 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只保持以往的做法必然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由此, 创新和发展成



为保证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 

树立网络阵地意识, 构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在

新的历史时期,  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 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 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 非马克思主义的东

西必然会占领。”  网络作为信息媒体, 必将成为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  “院校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和思想文化传播交汇

的地方, 渗透与反渗透, 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异常激烈。”  因此, 军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需树立牢固的网络阵地意识, 自觉地、积极地

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 随着学员上网次数的增多,上网者所占比例的增大, 网络对学员的影响日益加深. 思

想政治工作者必需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 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构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方法创新,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提出, 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 总的方针是积极发展, 充分运用, 

加强管理,  趋利避害, 发挥优势, 主动出击, 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使之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 成为我

们对外宣传的新渠道。 这一方针,为军队院校在网络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 军队院校一方面要加大网络建设

财力、人力的投入,  提供针对性强且具有较强吸引力、感染力和时代感的多媒体教育课件和数据库, 以丰富的内容吸引院校广大官

兵,  真正占领网络这块现代教育基地。 在内容的设置上, 要避免纯粹的理论教育, 应采用多种形式结合国际国内的时事、 军内或本

校先进人物事例等安排热点讨论、 学者释疑、 师生对话等栏目, 让学员在积极主动的状态下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 要利用

信息网络的交互性,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 例如设置网上论坛、网上心理咨询站、 反馈信箱等，充分发挥网络功能, 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手段现代化。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员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网络道德是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在网络领域的客观要求。

由于网络的不公开性, 对网民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十分困难。 因此, 对学员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十分重要。 网络道德教育应重点帮助

学员树立网络“虚拟社会”正确的态度和观念, 增强遵守网络道德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最后, 要加强对网络的规范化管理, 要设置

信息“过滤网”,  净化网络环境。.要对学员进行必要的网络法律法规专题教育, 使其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军队和院校有关的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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