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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是引领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新引擎。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证明了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可行性。数字技术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风险挑

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技术主义陷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关系失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

源滥用。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挑战，本文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明确数字技术定

位；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加强数字技术规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增强其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更好地提升其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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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is a new engine that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coupl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le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ere are also some risks and challenges: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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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alls into the trap of technicalism; the imbalance of the subject 
relationship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buse of data resources in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risk and challenge of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pre-
ventive measures: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strengthen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digital technology standard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elps to enhance its ideology, theory, affinity and pertinence, and better 
improve its teaching quality and edu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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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在 2023 年工作要点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

教育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强化数字赋能，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创新思政教

育载体和方式，提升思政工作效能”[1]。这为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引，同时数

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而产生的问题无法避免。本文分析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挑战和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 

2.1. 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结构重塑 

结构是事物自身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数字技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数字技术，推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变革，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应该

将数字技术融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

进行结构重塑，通过交互运动实现有机融合。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和

“实用主义”，而是二者之间相互融合的互交运动，不断进行要素融合和能量传递，改变传统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形式，实现结构重塑，即数字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2]。数字技

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化是改进和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技术具有可塑性、发展

性、自主性和扩张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并贯穿于数字技术研发过程，保证

数字技术承载和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运用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升级[3]。 

2.2. 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互补 

功能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你是一个行为，还是一

个过程[2]。依托数字技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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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产物，具有政治化、权力化和社会化特征[3]。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技术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功能， 
还要从特殊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功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互补。一是数字技术增强立德树人实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提高大学生数字素养，适应数

字化生存环境，还要依托数字技术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数字

技术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数字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由谁掌握、

服务于谁和为谁发声关系到数字技术能否发挥作用[4]。因此，我们要把数字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服务

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数字技术建立思政平台，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网。

三是数字技术推动思政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

全球政治活动和公共治理领域的基本趋势是技术治理[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技术治

理。因此，我们要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使得技术治理与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功能互补。 

2.3. 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统一 

数字技术作为人的产物，蕴含着人的价值追求[6]。数字技术承载着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分为内在

价值和外在价值，其中内在价值是数字技术的自身价值，外在价值是数字技术的社会价值。数字技术不

是简单的技术，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存[7]。数字化转型是人类的生存趋势，表明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耦合具有必然性，蕴含着正当价值和创造价值。一是数字技术具有正当价值。数字技术的内在价

值是外部价值的基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伦理价值融入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的道德规范前置

化，创造和实现数字技术的价值。二是数字技术具有创造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价值追求，数字

技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数字技术价值存在正负之分，内在价值

和外在价值不一定成正比。道德规范受设计者、技术和使用者等影响[8]。数字技术价值受到设计者、技

术和使用者等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设计者设计和使用者道德规范，坚持数字技术价值和人的价值相

统一，把握好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关系，关注人的主体地位。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挑战 

3.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技术主义陷阱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复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能够适应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条件变化，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机会，但是限制了数字技术的融入空间，数字化转型

过度容易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技术主义陷阱。一是数字悬浮。数字技术悬浮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没有深度融合，存在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以数字技术作为宣传亮点，将数字技术简单地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照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进行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优化，

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平台没有进行长期规划和更新，导致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

二是数字依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依赖数字技术，一旦离开数字技术，教育就会受到数字技术牵制。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边缘化，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陷

入技术主义陷阱，淹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片面追求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侧重技术创新，资金等向数字技术创新过度倾斜。或者放大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价

值，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侧重教育理论、方法和模式等的创新，把立德树人的任务寄托在数字技术上，

企图通过数字技术解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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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关系失调 

数字技术的本质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9]。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组

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数字技术具有控制和异化的特征，主体在使用技术的同时被技术创造，逐

步偏离主体的初衷[10]。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数字技术

的特征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关系错综复杂，呈现人际关系失调。一是人的主体地位丧失。受教育

者越来越习惯于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过度依赖技术，人的大脑和身体机能因长期停滞而退化，导致

人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疏远。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跨越人与人之间的时空限制，还可

以取代现实中的人际交往[11]。受教育者获得信息渠道的来源广泛，教学模式数字化造成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依靠技术联系，有效沟通减少，实际教学效果减弱。三是技术成为制约人的教育工具。数字技术带来

跨时空、多元化的教育，打乱了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规律，使得技术成为制约人的教育工具，甚至使得

受教育者情绪低落。四是人的社会价值丧失。人们生活在数字技术构造的元宇宙空间中，沉迷于虚拟世

界而逃避现实世界，无法适应社会生存方式和找到社会价值。这背离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源滥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教育也越来越精细。然而，数据资源滥用会

带来风险挑战。一是数据过载。大量的数据积累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增长，数据包括有效信息和

无效信息，无效信息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负担。二是隐私侵犯。数字技术可以分析受教育者学习情

况、个人喜好和行为习惯等，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但是数字技术的采集方式是全景式、全程式、

全方位的，主体被数字化、符号化，使得受教育者被全景监控。受教育者的数据信息被私自收集记录，

甚至个人隐私也别私自获取。三是数据安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

既有受教育者的个人隐私，又有国家数据信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功能和价值决定了数据信息

的重要性，其数据泄露不仅影响个人，还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

重视数据信息安全，严防资本、黑客和病毒软件等。三是削弱意识形态引领力。数字技术蕴含着主观意

识，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数据资源滥用会影响干扰算法，影响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防范措施 

4.1. 明确数字技术定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

们要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一是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和发展的力量，全员、全程、全方位影响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打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数字技术的融入

不仅要实现结构和功能的互补，还要实现价值的深入融合，通过理论、形式和实践的契合，发挥数字赋

能的作用。二是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双向的关系，数字

技术是动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是目的，数字技术要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要坚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依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求选择合适的数字技术，遵循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避免陷入技术主义陷阱。三是提高政治站位。我们要通过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数字

化转型的意义，在数字中国和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把其作为一只项战

略工程来抓，依托数字技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严格遵守国家政策，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转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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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数字素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类创造了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又造

福人类。数字技术是人的生命的衍生，需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避免人的关系失调。数字技术可能会

导致人的关系失调，一种是没有找到价值定位，人、技术和教育的关系错误，技术成为制约人的教育工具，

另一种是主体数字素质不高，适应数字化的生存环境。马克思认为人是解决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关键，

要求人要在现实中可以通过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数字中国背景下主体素质素养要求越来越高，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提升人的数字素养，避免受到数字技术的牵制。教育部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完善课程方案，把数字素质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开

发数字素养教育课程，加强数字素养教育。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培训提升教

育者数字化教学能力，激励教育者主动将数字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同时，

高校要加强受教育者数素养教育，增强责任伦理意识，理性运用数字技术，注意个人隐私安全保护，增强

对数字信息敏感性和鉴别力，提升受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稳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4.3. 加强数字技术规范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又能阻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技术的规范，确保教育资源能够安全共享，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和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一是提高设计者的责任伦理意识。设计者要融合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辨别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发挥数字赋能作用，通过设计伦理评估和改良技术程序，使数字技

术算法更加科学，避免数据滥用等带俩的风险。使用者也需要规范高效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收集流程，确

保数据信息的安全性，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等转化数字技术，保护数据信息的安全。二是提高数字技术

创造力。只有掌握关键技术，才能掌握技术应用的自主权，确保数据信息的安全。政府、企业和高校要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促进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要加强技术研发的政策支持，自主

研发“芯片 + 算法 + 工具链”，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高吸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更新传统技术设备和系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三是完善数字赋能相关制度。政

府、企业和高校在还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意数据收集运用、管理、监督，以及归责和惩罚等问题，实

行全员、全程、全方位监管，及时反馈和调整运行问题，保证数字赋能的积极效应。 

5.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数字中国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的发

展不仅改变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而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部矛盾也推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必然性，是大势所趋。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高校思想政教育的风险挑战和防

范措施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角度来看，我国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数字素养较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应

用水平较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政策供给不足。从数字技术角度来看，技术依赖削弱主体地位，

技术应用不当带来伦理风险，数字权利扩张带来意识形态风险。从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角

度来看，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虚拟空间与现

实空间的碰撞等会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更要保持冷静思考，提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数字化转型升级中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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