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师生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宣传者

与推动者。“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

究都是基于学生群体以及学生工作者对于互联网

信息技术在心理机制上的心理认同，同时也是为了

加深学生群体以及学生工作者对于“互联网+学生

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心理认同，最终的目

的是提升学生工作质量与效率。在开发、应用、创

新、研究各个环节都有具体的需求着力点，找准需

求着力点就可以激发意义与动机，在加深师生对

“互联网+学生工作”心理认同过程中要把握师生需

求变化、研究工作内容和内涵变化、挖掘动力根源，

促进有机融合。在探索激发主体动机路径指向时

以及加深对“互联网+学生工作”心理认同过程中要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把握

规律，稳步推进的原则。

一、“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
究的心理认同

互联网信息技术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最得力

的技术革命，是推动事物从量变到质变最好的利

器，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及日常大

学生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互联网信

息技术与学生工作具体深度融合，挖掘“互联网+学

生工作”的平台、策略、路径、评估、机制、研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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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系是当前学生工作者以及理论与实践研究者

的重要任务。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研究者，还是学生

工作者，甚至是学生群体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

的开发、应用、创新、研究都是会有一个主体自身对

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心理认同过程。互联网信息

技术的数字化、便捷化、虚拟化、高效化、交互化等

特点是心理认同的技术依据。CNNIC发布第4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截至2018年6

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而高校师生在互

联网、电脑、移动手机用户中占有相当比例是心理

认同的事实依据。

“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过程中要考虑现有开

发基础与条件，紧密结合师生心理认同的程度，考

虑师生心理认同的差异度来挖掘学生工作理念、学

生工作章程、学生工作制度与考核标准。“互联网+

学生工作”应用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实施可行性与可

操作性，尤其是平台、策略和路径的应用要把握学

生思想脉搏，结合时代特色，结合学生群体对于应

用过程中的技术认同，操作认同，避免理论研究者

热心指导，学生工作者应用熟练，学生却不知所以

然，实效性必然大打折扣，要做到联动应用，结合

“产学研”模式，将理论研究、实践操作以及受众群

体三方联动考虑，精准应用。“互联网+学生工作”创

新过程要着力矛盾，找准创新源泉，而一线学生工

作者与学生群体的需求点与意义追求就是创新源

泉，必须做到创新来源于学生工作，服务于学生工

作，创新的基础是师生对学生工作创新需要的心理

认同，即师生共同需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学

生工作的效率与便捷性，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嵌

入达到改善服务、创新服务、提升服务的目的。“互

联网+学生工作”研究包括很多方面、有很大空间、

很广前景，因为现实中的学生工作完善、发展、创新

都需要研究，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学生工作深

度结合的研究、嵌入式发展的研究以及二者在实际

工作中的具体协调都要遵循师生心理认同机制，在

认同的基础上，准确把握认同范围与程度，超过范

围与程度就会出现心理认同落差与情感抛弃的现

象，即不认可。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大学生影响深入、广

泛、全面，无论从学习、出行、社交、支付等方面都已

经严重依赖手机与网络的便利功能。如何利用这

种影响来服务学生工作是“互联网+学生工作”开

发、应用、创新、研究前景广阔的逻辑支撑，手机依

赖症是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辩证地转化矛盾也

是学生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互联网+学生工作”

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空间巨大的哲学支撑。学生

工作本质上是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是比

较复杂的工作，具有多主体、多因素、多关系、多需

求的特征是“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

研究方面较多的现实支撑。“互联网+学生工作”开

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基础实质上就是以上三个支

撑，而以上三个支撑的基础与深层机制就是师生对

“互联网+学生工作”心理认同。在“互联网+学生工

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

一就是注重师生心理认同；第二就是注意规避互联

网信息技术的弊端，比如信息泄露，隐私透露，这也

是心理认同的一个方面；第三就是不要过分专注于

开发、应用甚至依赖系列平台，平台固然重要，但心

理认同是根本；第四就是“互联网+学生工作”固然在

本质上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工作，所以学生群体

对学生工作者的素质认同至关重要；第五就是不唱

空调，要真开发、真应用、真创新、真研究、真服务。

二、“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
究的意义强调

坚持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高校

学生工作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伟大使命，凸显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满足学生多样化

的需求，引领综合素质的发展。互联网盛行的境域

下，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用户思

维，即面对信息技术强调主体性，强调服务于主体

的思维。学生工作是管理、服务学生的工作，“互联

网+学生工作”也是管理、服务学生的工作，外在形

式的变化没有改变内在本质意义。“互联网+学生工

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具有以人为本，立德树人

的重要意义。“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

研究可以做到遵循师生社会发展价值体系的构建

轨迹，以学生为中心、以老师为重心，为师生服务；

可以做到促进师生群体之间的高效、有机、便捷交

互；可以有利于师生正确认识互联网的正面作用，

避免受负面作用的困扰，正确认识学生工作的重要

意义，以及对二者有机结合的心理认同；可以对高

等学校“怎样培养人”“怎样办好大学”两个实践层

面的问题作出回答；有利于高校学生工作的部署与

落实，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意识；有利于以学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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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倒逼高校学生工作评价标准的更新与成型；有

利于以人为本，增强学生工作者的素质，提升立德

树人实效性。

结合理论实践，深化认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本

质特征，又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2]在高校学

生工作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也是

学生工作者的基本工作素养，学生管理、教育、服务

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管理实践、教育实践、服务

实践，学生素质就无法全面提升，学生群体对学生

工作的满意度与认同度就会降低。高校学生工作

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在“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

应用、创新、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有利于促进学生工作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

“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实践

需要“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理

论的指导与支撑，遵循实践与理论发展规律，“互联

网+学生工作”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

践，循环往复，不断促进学生工作的发展进步；实践

遵循主体性的规律，实践是检验理论与真理的唯一

标准，人又是检验实践的根本主体；主体认识遵循

认识论的规律，经历认识，实践再认识，认识再实

践，不断促进主体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

用、创新、研究在理论层面的积淀与实践层面的薄

发。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对“互联网+

学生工作”新特点、新需求、新路径、新方法、新平

台、新理念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促进“互联

网+学生工作”的发展进步，提升师生对“互联网+学

生工作”的认同。

促进改革创新，适应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步

入新常态，高等教育产生了系列变化，有的专家学

者认为这系列变化就是高等教育呈现的新常态，杜

玉波指出高等教育是“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高

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

驱动；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

引领同步；发展方式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

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发展动力

从深化体制机制到综合改革并举。”[3]高等教育新常

态会对高等教育的理念、目标、模式、方法、发展与

创新有着新的要求，那么就要求高等教育需要适应

新常态，融入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求高校学生工

作重要模块做出重大调整与努力。“互联网+学生工

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有利于助力高校学生工

作的改革与创新；有利于高校学生工作做出重大调

整，有利于高校学生工作发展适应新常态，融入新

常态，引领新常态；从注重学生硬管理到软管理转

变，从注重管理到注重服务转变，从单向度教育、管

理、服务到多向度交互，从单渠道引领到多渠道发

力，从注重传统价值观教育到多元价值观引领，鼓

励担当、创新、实践、智慧发展；有利于高等学生工

作体系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平台创新、制度

创新；有利于学生工作改革创新，与国际接轨，从国

际高等教育发展轨迹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都会经

历高等教育调整阶段，而且是在大规模发展以后，开

始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注重质量供给。“互联网+

学生工作”是我国高校学生工作发展的至高领地，是

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步骤，要不断加深学生

工作的改革创新，加快“互联网+学生工作”改革创

新，利用好改革创新对“互联网+学生工作”的促进作

用，适应新常态，融入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三、“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
究的动机激发

“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

动机激发是一项宏伟工程。动机是由一种目标或

对象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

程或内部动力，是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动机的

产生会由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来决定。师生对于

“互联网+学生工作”的认同是基于内在或者外在的

意义肯定，意义肯定也是由主观或者客观因素来决

定的，是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高校学生工作深入结

合与有机发展的意义肯定，意义肯定就是价值认

可，价值认可遵循价值链运作规律，对于“互联网+

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遵循：知、情、意、

信、行大脑认知基本规律，在理论层面有信息化理

论认知，提升信息素养；技术化理论认同，提升技术

素养；网络运用意识，提升网民素养；服务师生信

念，提升使命素养；高效工作行动，提升合作素养五

个方面的理论价值，以及深入了解，掌握信息化理

论；步步深入，了解网络生活；熟练掌握，提升应用

技巧；坚定不移，推进深度融合；深入落实，促进创

新与行动对应的五个方面的实际运用价值，理论价

值对实际价值有指导作用，实际价值对理论价值有

反促进作用，理论价值链与实际价值链各自成体

系，从上至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反之从下至

上也是一个反作用的发展过程，两个体系链接起

来，就形成两条开放的基本价值链环，然后箭头指

向的所有方向都可以走到底，也可以返回来，所以

在基本的价值链环基础上延伸出若干条价值链

环。价值链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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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认可遵循价值链运作规律。“互联网+学生

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来源于价值认

可，价值认可来源于意义需要，意义来源于基本认

知与情感升华，高校学生工作中师生对于“互联网+

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基本认知，以及

经历过实践以后的认知加深与情感升华是意义产

生的重要来源，意义可以激发动机，这也就是“互联

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的

重要切入点，也是根据“互联网+学生工作”心理认

同机制来加深师生心理认同的切入点。心里认同

是伴随“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

的任意环节，在“互联网+学生工作”中的特定环节

都要经历知、情、意、信、行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而心

里认同在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被唤醒，否则就无法执

行本环节以及开启下一环节。“互联网+学生工作”

开发、应用、创新、研究是一项需要反复开展的工

作，为的就是获得师生的心理认同，因而“互联网+

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必须

在遵循价值链运作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

动机激发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在动机激发的路径指

向，“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过程

中存在多主体，所以动机激发的路径指向要针对不

同主体来进行研究，总体原则就是要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把握规律，稳步推进。

针对大学生群体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

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路径指向。学生群

体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的心理认同来源于“互

联网+学生工作”对于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校园生

活、身心发展、职业规划、求职应聘等环节的作用发

挥程度和传统的学生工作模式相比较是否显示出

更有特色、有优势、有实效的特点。首先，“互联网+

学生工作”开发、运用、创新、研究过程就是要立足

学生、服务学生、以学生为中心，抓学生需求点，找

准了学生的需求点，就找到了“互联网+学生工作”

的价值旨趣；其次，在此之前有一个认知的发展过

程，学生群体要对“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

创新、研究有一个熟悉认知的过程，这样才会有针

对性的反映问题，可以对学生群体进行专门集中的

培训，了解和适应“互联网+学生工作”的模式，要在

培训后进行学生反映的问题收集与整理，这样可以

更便利的找准调整重心与动机源泉；最后，结合内

在动机与外在动机来找路径，比如内在动机的激

发，就是利用学生的热情、兴趣、内需、服从心理等

来寻找激发路径，一般来讲内部动机比较难激发，

但是容易保持，效用力度较大，外在动机容易激发，

但是不容易持久，外在动机的激发，就是利用学生

群体对客观事物意义的肯定，尤其是与“互联网+学

生工作”模式相关的客观事物，如物质奖励、气氛营

造、学生活动、干部岗位等进行激励，形成认同，来

激发大学生群体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

用、创新、研究的动机。

针对学生工作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开

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路径指向。学生工

作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相比较学生群体有着

较强的兴趣度，因为涉及他们的工作效率与便捷

度，但是由于学生工作者年龄上的因素，动机激发

难度比学生群体大，所以“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

应用、创新、研究要立足于学生，服务学生的同时，

要考虑到学生工作者的重心地位，就是考虑“互联

网+学生工作”是否较之于传统工作模式更便捷、高

效、简化与易操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加深学生工作

者的心理认同，“互联网+学生工作”对于学生工作

者来说是自上而下的普及平等化的关系，这样对于

一部分学生工作者就会抵触“互联网+学生工作”，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化、去权威化、平等化、技术化是

他们不会产生心理认同的原因。首先，对于学生工

作者，找准传统学生工作模式的弊端，用互联网来

弥补其弊端，简化工作程序，提升工作效率是获得

学生工作者心理认同的重要出发点；其次，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普及会迫使一部分学生工作者失业下

岗，这也是难以产生心理认同的动机源泉，建立相

关的保障制度，尤其是岗位保障与福利待遇保障是

抹除心理排斥的重要路径；最后，对于学生工作者

也需要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激发，对于内在动

机，要使学生工作者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爱岗敬

业，热爱学生，服务学生，树立较强的责任感来激发

对“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内

在热忱与职业担当，内在动机不易激发，但容易持

理论价值

知 信息化理论认知，提升信息素养

情 技术化理论认同，提升技术素养

意 网络运用意识，提升网民素养

信 服务师生信念、提升使命素养

行 高效工作行动、提升合作素养

理论价值

实际价值

深入了解，掌握信息化理论

步步深入，了解网络生活

熟练掌握，提升运用技巧

坚定不移，推进深度融合

深入落实，促进创新行动

实际价值

图1 价值链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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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对于外在动机，要建立较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

的激励机制、物质奖励、晋升机制，营造和谐高效的

立德树人工作氛围等来激发学生工作者对于“互联

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

针对学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对于“互联

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新、研究的动机激发路

径指向。如果说高校学生工作与互联网信息技术

的融合与发展对于师生来讲，他们关注“互联网+学

生工作”模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对于学生工

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他们不在意“互联网+学生工

作”模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而在意对于其模式本

身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的价值

与意义。高校师生以及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对自己

研究内容与结果的肯定评价，应用采纳是给自己带

来的满足感与激发动机的重要源泉。首先，师生以

及同行深入了解学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对于

“互联网+学生工作”研究的内容、过程、结果，加强

交流与学习，对于研究氛围给予支持与烘托，对于

研究结果要客观评价，人文鼓励，积极采纳与运用，

加强与研究者的交互，使其把别人的关注与反馈当

作研究的外在动力；其次，对于研究者，基础的研究

平台与薪资保障是对研究工作基本认同的外在动

力与意义认可，所以要使研究者安心、热心、用心做

研究，就要在研究基础设施与薪资保障方面加强投

入，以此激发对“互联网+学生工作”开发、应用、创

新、研究的；最后，要激发其内在动机，优秀的研究

者往往是意志坚定者，对于所研究的工作是非常的

挚爱，要利用研究者对于“互联网+学生工作”的研

究兴趣、研究热忱与研究意志来激发其内在的认同

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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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喜：“互联网+学生工作”的心理认同与动机激发

注释

① 唐·姚合《塞下曲》，选自全唐诗：卷502-45。

② 项羽不懂得夺天下者，先夺天下之心。因此，在战争中对人民非常残暴，因而民心丧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项羽曾数次

地坑杀秦卒、齐人和其他人，并为发泄自己的仇恨随意烧杀，全不以人民的感情为念。如在灭秦时，曾坑秦降卒二十万人，

这虽然从军事上讲，处理旧军队是必要的，但坑杀秦民子弟这一做法(可换一作法)，却是大伤秦民之心。项羽并在灭秦

后，“屠杀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这就使长期在秦暴政统治下的秦民,对自己的解放者项羽不能不“大失望”。

③ “析邑”和“郦邑”本为楚国所置，位于今南阳市内乡县至西峡县一带，后被秦国吞并，置郦县。

④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

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

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

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这番话乃是政治鼓动，绝非历史事实。汉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突然袭击的情

形下仍费时达半年之久才平定三秦（汉元年八月至汉二年正月）。

⑤ 较之秦人的麻木，齐人显然激烈得多。“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

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

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⑥ 《汉书·高帝纪》记载京索之战时，“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所谓老弱未傅者，颜师古注引如淳

曰：“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但这实际上是西汉武帝以后的制度，根据出土云梦秦律推

算，秦傅籍给公家徭役的起始年龄当为十七岁，可见弱者要低于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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