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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校第二届“一节一推选”活动
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作品要

附件 5

求

一、活动对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务工作者或从事相关领域理论研究

和实践工作的专业教师均可参与。

二、作品征集

活动征集优秀网络文章、优秀工作案例、优秀微课、优秀新

媒体作品、优秀“AI+思政”作品 5类作品。所有作品须为 2024年 1

月 15日至提交截止日期间创作的作品。作品征集时间为 2025年 5

月 21日至 9月 15日。

（一）优秀网络文章

须面向大学生创作，体裁不限，要体现价值引导、思想引领，

内容观点正确、立场鲜明，育人功能凸显，紧扣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重点难点问题，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对广大学生有较强的吸

引力、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有较高的浏览、转发、评论和点赞量。

每件作品作者限 1人。

（二）优秀工作案例

可围绕个人或团队（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室、理论社团、心理

咨询室等）在创新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提升师生网络素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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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文明教育、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数智赋

能等工作过程中探索施行的好经验、好做法及维护运行的平台及

栏目，或在开展学生工作中利用网络对遇到的热点、难点、重点、

突发事件等进行释疑解惑和深度辅导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

法进行撰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剖析、总结、提炼形成的新对策

新经验。

案例内容应包括项目主题和思路、实施方法和过程、主要成

效和经验、下一步加强和改进的计划等，要求文字简洁、重点突

出，字数 3000字以上，可配说明图片和视频。每件作品作者限 3

人以内。

（三）优秀微课

应围绕日常工作实践或学习教育中的常见、典型、有代表性

的场景、要点或环节进行课堂设计，能够有效解决思政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疑点问题。作品要贴近师生思想、学习、工作和生

活实际，在思想融入、情景设计、表达演绎、视频拍摄制作等方

面具有较高的水平。标题简洁，目标明确，具有个性和特色，作

品片长不超过 15分钟；画质清晰，声音清楚，提倡标注字幕。每

件作品作者限 3人以内。

（四）优秀新媒体作品

高校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的宣传报道、经验分享及成果展示

等，在网络上有较大影响力，有较高的转发、评论和引用量，体

现高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创新方式方法。作品包括短视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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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公益广告、校园MV、音频、H5作品、图解、漫画、长图

及动图等。视频类作品，片长不超过 10分钟，文件格式为MP4，

画质清晰，声音清楚，提倡标注字幕。图解类、长图类、漫画类

作品，提交图片文件，JPEG格式。动图类作品，提交图片文件，

GIF格式。H5页面类作品，提交主要交互界面截图和网络链接。

音频类作品，时长不超过 5 分钟，格式统一为 MP3，以 Word 形

式提供文字脚本，保证音质清晰流畅，有听觉美感，可根据需要

配音效或进行其他后期制作。每件作品作者限 6人以内。

（五）优秀“AI+思政”作品

高校围绕内容供给、队伍建设、精准思政等领域，聚焦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数字

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创新成果。作品包括高校在人工智能技术

与网络思政工作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网络育人作品，以及展示

高校应用场景拓展、网络思政工作赋能等方面实践成果的短视频

作品。

短视频时长不超过 10分钟，文件格式为MP4，画质清晰，声

音清楚，提倡标注字幕。图解类、长图类、漫画类作品，提交图

片文件，JPEG格式。每件作品作者限 5人以内。

三、作品提交

提交人需在活动官网按要求填写信息，选择对应的推荐方式，

并上传作品。所有作品提交时确保信息完整、无误，并与汇总表

上信息保持一致，提交后均不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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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提供必要的佐证作品影响力的辅助材料（包括转发及

引用率、领导批示、成果鉴定、专家推荐信等），并由作者所在高

校负责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相关部门审核盖章。材料严禁作假，一

经发现取消参与资格，并通报相关学校党委。同一作品只能参加

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

动其中一项，以著作权归属确认其作品的教师（个人/团体）或学

生（个人/团体）属性，重复提交的作品或著作权认定不清的作品，

将取消参与资格。

四、作品网络传播

为充分发挥优质网络作品传播力和影响力，可将作品上传至

抖音、哔哩哔哩、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新媒体

平台，上传至抖音或哔哩哔哩的作品需@“校园好网民”新媒体账

号，参加“#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话题展示，承办单位和新媒体

支持单位将择优进行热榜发布和流量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