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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徐涵

摘要：互联网技术日渐深入到当今教育事业中，对当今教育的工具形

态、知识形态以及教育的社会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青年学生在

现实与网络交织共同构建的多维社会下，自我认同教育显得愈发突出。

青年时期是个人自我认同建构的关键期,倘若学生不能在此阶段形成

积极稳定的自我认同,将给其当下以及未来的人生带来严重而持久的

消极影响。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青年学生的自我认同建构是教育的

重要任务,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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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下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

的关系将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形态与特点，知识的存在方式也一定会

发生更大的变化，特别对于思政教师而言，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学生自我认同成为了

当代一线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

自我认同是个体接受一切外来思想的过滤器，是青年学生自身理

想信念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新时代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依据的重

要心理学基础。自我认同关系到个体的自我身份和角色使命的确证，

关系到个体如何认识和把握自我的人生意义和精神追求，关系到每个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和动力，关系到自我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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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同教育作为一种基于心理社会性发展并融合了心理发展教育和

价值教育的内生式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是促进青少年理想信念真正

形成并增强实效性和长效性的一种重要理念。

自我认同的实现样态可以概括为外推的自我认同、内生的自我认

同、走向实践的自我认同三大方向。外推的自我认同既包含其他个体

对自己的认同，也包含社群对自己的认同。在信息化时代中思想政治

教育的语境下，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增加了网络因素，此处的网络因素

是技术和空间的双重表达，都影响着主体外推的自我认同。

内生的自我认同实现是一种心理活动和构建过程，它延伸于外推

的自我认同。第一，在肯定自己以寻求稳定的维度上，主体自我首先

通过他人认同实现自我了解，并形成自身的明确定位。第二，在否定

自己以挪出空间的维度上，主体更多地侧重反思。这种反思在表现为

一种实际行为的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活动以及现实关系依据知

识信息而作出阶段性修正的敏感性，这一自我修正实际上是主体在寻

求自身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持续在场。

每一个个体都是无数集体的一部分，他通过许多方面的认同与它

们联系起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模范来树立自己的自我理想。因此每

个个体都为无数的集体心理做出了贡献——在种族方面、阶级方面、

信仰方面还有国家方面等——它同时也可以超越于集体之上，拥有一

定的独立性和创造力。
1

1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涂家瑜，李诗曼，李佼矫，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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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走向实践的自我认同就是要培养

个体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

治意识、公共参与，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表现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和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增强。

随着信息技术日渐深入到学生的学习与社会活动中，在虚拟网络

与现实社会交织的时代中，学生可关注以及能够关注的因素越来越多，

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以及由此而显现出来的社会本质的变化都在影

响着主体的自我认知和构建，同时它也包含了影响自我认同实现的更

多内容和途径。这要求自我以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式来认知自己，并不

断调整自己从而与社会发展目标达成一致。

学生个体的自我认同活动必然需要科学、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为

指导，引领个体确立积极理性的自我认同观，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个人

与他人、群体、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自觉地确证自我的身份地

位、角色使命和人生价值，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真正实

现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健全完善。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个体确立正确的自我认同，自觉提升追求理

性自我的觉悟，是当前信息化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得不破解的

难题。

二、信息化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自我认同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育的影响可以概括地表现为三种形态。

第一是教育工具的信息化，指的是信息技术作为教育的工具对教育活

动的支持与帮助，包括改善教育教学的手段与方法，提供教育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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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以及提升教育评价的效能，等等。例如通过教育信息化，建

设国家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公共体系，改善教育环境，推动课堂形态的

更新、教师角色的拓展与教学模式的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评

价体系的创新，等等。这些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了教育的创新发展，以

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当前，优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俯拾皆是，信息化时代下教师

能够更加便捷地展开教学能力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这无疑对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丰富的网络资源也可以

为思政课教师丰富课堂表现形式提供帮助。但另一方面，网络的便捷

性不仅服务于教师也服务于学生，学生可获取的信息也愈发广泛，这

其中不乏一些低俗的或离学生现实生活较远的信息，这就给当前思政

课教师提出了帮助学生合理筛选信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生活

规范的新挑战。

第二是教育知识的信息化，指的是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尤其是人

工智能的发展，取代了社会中现有的某些技能与职业，由此，什么知

识是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知识，以及重新确认现代学校

教育应该传授的知识与能力，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性与意义所

在，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则是教育社会的信息化，指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催

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它是一种以数字化、虚拟空间与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新的社会形态，由此对教育的根本

任务——帮助和引导人们认识自己——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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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应该是帮助人，而不是贬损人；知识形态应该

为了人，而不是挤对人；教育的社会意义应该是彰显人，而不是遮蔽

人。信息化时代下教育对人的影响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

突出表现在对人的自我认同的机制与路径的影响：在网络社会中，人

如何认识他/她自己，以及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形成，

教育中自我认同的机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实事求是地说，现代社会

中人对自己的认识与把握，或者说自我认同的危机是教育所面临的最

根本性挑战。
2

三、信息化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学生自我认同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青年完成自我认同的建构，不同于单一的专题

教育或某一种观念的培育，而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动态化的

过程，因此尤其强调要遵循系统性原则。3

作为一线思政课教师，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拥抱教育信息化的

时代，做到和与时代同行、与学生同在，把握与利用当今的信息化技

术走进学生群体，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为促进学生自我认同的构建打下基础。

其次，信息化时代下教育的理念与模式也需要进行变革，教育应

该进一步关注虚拟空间与网络世界中的各种知识形态与学习方式，改

革与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新的课程形式与教学方式，从而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地学习中不断实现自我认同。而思政课教育变革的核心在

于知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要转向让知识为人的幸福生活创造

2刘明堂.网络之镜可映君心？——对话谢维和教授[N]. 中国教育报,2021-05-19.
3 孙伟,于浩田.思想政治教育对后现代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引领[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39(06):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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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线思政课教师就是要在课堂中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让学生在

知识的学习中增强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成为

全面发展的人，让青年学生在思政课学习中不断拥抱美好生活。

而若想在日常教学中促进学生的自我认同，教师的人文关怀不可

或缺。教师关怀在学生自我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

现实生活中由于教师关怀的缺失或关怀方式的偏差,学生常常陷入自

我否定、自我丧失及价值迷失等多重自我认同困境。4

信息化时代下，教师的人文关怀维度更广、方式更加多元。教师

既要开放公正地接纳每个学生,又要立足学生自主发展和精神成长给

予学生适切的关怀。依托网络工具走进学生，信息化时代下教师可以

通过更多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加便捷地和学生展开思想碰撞，

在网络和现实两个互相交织的世界中全面地认识学生，为展开教师人

文关怀提供新方式；利用网络形态教育学生，融入“群体性”教育，

深入学生群体进行人文关怀。

融入“群体性”的教育方式，目的是通过集体生活、活动组织、

群体互动，将青年学生在虚拟空间中的社交实践，还原为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社交实践，希望以人与人之间现实、真实的关系，替代青年学

生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某种关系。

同时，青年学生时期同伴之间的影响，有时超过正面教育的影响。

融入“群体性”教育方式，正是希望发挥这种教育效能的积极方面。

融入“对话性和生活性”教育方式，目的在于契合后亚文化“不封闭、

不躲藏、不拒绝”的开放性特点，与青年学生展开自然、平等的对话，

4 姚尧.论教师关怀与学生自我认同的培育[J].教师教育论坛,2021,34(10):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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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视界的融合”，即不仅从教育者、受教

育者各自主体地位角度看待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强调各自对话的平等

身份与现实可能性。

四、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教育变革的新方向，教育应该更

加强调和引导学生发展一种自觉性与自制力。这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

也是教育活动最基本的规律。这也恰恰是最基本的德育，是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对思政课教师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而信息化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自我认同的促进，并不是想

要用什么理论对学生进行“说教”，或者非要灌输什么为人处事的真

理，而是借此让更多的青年学生自觉认识自我，体悟人生的真谛和自

我的本质，使个体自我在复杂社会中确证自我、完善自我，成为全面

发展的人，拥抱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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