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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opportunity of 
adopting the big data gradually increased. Big data era has brought new cognitive styles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o the field of people’s daily lif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data in various fields, we can grasp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uture,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Big Data, Transformation 

 
 

大数据视域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刘洋洋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18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1日；发布日期：2018年5月8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络的普遍运用，思想政治教育采用大数据的机会逐渐增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日常

生活、文化教育、工作等各领域带来了新的认知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论，同时给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通过对各领域以往数据的分析可以掌握大学生将来的思想动态，这更有利于教师

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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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第三次浪潮中》中预言“‘大数据’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2012 年 3 月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将大数据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1]。如今，有关“大

数据”的具体概念仍没有严格的定义。但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认为[2]，大数据

是对海量的数据分析后获得丰厚价值的产品、服务或见解。 

2. 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特点 

2.1. 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传统的思想教育政治是人们利用固有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自身和他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影

响，促使人们形成统一的满足于社会和一定人群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大数据视域下，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含义并具备新的特征。大数据时代下的思想政

治教育新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里是对“固有的思想、政治观念、道

德品质”被众人置于世界眼中、中国的民族情怀、时代特点下来进行阐述；第二、对被受教育的人进行教

育的模式由“人为”转变为“数据”；第三，教育的出发点不再是要求人们要严格遵守规定，而是增加了

人们的管理与活动的范围。“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规范与教化在逐渐减弱，鼓励和服务在前进”[3]。 

2.2. 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掌握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呈现的特点，有助于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工作有充分的认识，

不断开拓创新。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把握信息更为齐全[4]。大数据包含的内容

众多，包含图片、文档等不同的传统结构数据，其中还包括视频、音频等半结构数据，这一系列的大数

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搜集样本信息提供了便利。应用大数据的技术可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网时长等

生活的各领域进行适时的采集和监控，从而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第二，教学模式的灵活性。大数

据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运用使得教学模式更加灵活，进而完成个性和预防化教育。大数据的关键是预

测，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用大数据的预测作用对学生的行为举动、成绩、爱好等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仔

细观察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掘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5]。第三，教学方法的定量。在大数据背景下，数

字不仅是处理的对象，而且成为了依靠计算机分析技术和完善巨大的信息数据库的一种基础资源。这不

仅在对教育进行研究时可以采用定量化的模式，而且有希望让“大数据说话”。第四，教育媒介微形态。

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微传播”的特点。“微传播”是通过微信、QQ 等作为媒介进行信

息传播的形式，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广泛运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授方式有一定的影响。思想政治教

育的传播方式体现在载体的新颖化、信息的简洁化、结构的扁平化等。通过手机作为媒介为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为思想教育政治工作的继续开展奠定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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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 

3.1. 以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转变 

从古至今，我国都是以农业为主进行着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人的关系主要是靠血缘和地

理边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纽带。家族是基本的交往单位，国家是基本的活动范围。因而，个人在社会中

扮演的身份简单，且与群体具有固定的思想道德关系。正是这种在封闭的地域密切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往往因为物质资源配置的统一性和利益产生了失衡，会导致思想道德的统一、依赖。这样思

想政治教育的强制性方式、权威模式因而得到了牢固的生存基础。随着社会存在的模式多样化，社会生

活的社会化为人在各方面的发展注入血液，人们的自我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市

场主体要遵守平等、竞争诚信等原则。市场经济也加强了个人利益的主体化，为自身的发展谋取更多的

保障。在多样化的社会中，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具有客观性，实质上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因此，要求思想

政治教育要以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导向，加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3.2. 以人受教育的权利为出发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的矛盾化解后，这完全是人们对权

力和义务正确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权利和义务是彼此对应的，人们正是对自身的权利和义

务有了认识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个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6]。思想政治教育

以前是针对建立理想的社会，培养自觉遵守权力和义务的公民。因而，当教育的出发点被赋予在义务性

的教育并不是非权力性的教育上。这就会导致自身过于追求严格的遵守，逐渐放弃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一旦社会对人的权利开始忽视，人的权利被破坏，社会公平秩序就会难以维持下去。思想政治教育假如

仍以义务性教育出发，忽视权利教育，就会背离社会的本质。这样教育的出发点具有虚假性，社会群体

逐渐对社会失去依赖，人们进而产生逃避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以人拥有受教

育的权利为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得以延伸下去。 

3.3. 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 

物质的生活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等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经济

关系发生改变，动摇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依据的基础[7]。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社会多样性发展与个

人个性化发展需求增长矛盾中采用民主、平等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要被受教育者所接纳，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的开展要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为建构活动的基础。只有把受教育者的创造性和独立性主观能

动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8]。 

4. 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4.1. 充分应用高新技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 

发掘新技术，建立积极的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有利于促使教育工作者掌握准确学生的学业、

身心健康等信息。从而采用正确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走出困惑，产生对学习的极大兴趣。随着高校信息

化建设不端完善，数据化应用仍不够广泛。因而学校要调整资源的分配，采集有效的数据，实现信息和

数据的有机整合[7]。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使学生主动配合教师的教学。 

4.2.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大数据的敏感度 

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与时俱进，对大数据要敏感，能够挑选出有效的数据。因此掌

握有用的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需要提升自我对大数据的辨识度和敏感度。同时高校应该举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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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培训会，让教育者不断培养自己对数据的兴趣和捕捉准确信息的能力。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工作者培养自己对数据的敏感度，更易于帮助人们掌握准确的信息。 

4.3. 规范大数据的应用过程 

大数据的产生是与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危机。大数据

可能带来错误的信息，导致人们工作上的失误和生活中的迷茫。大数据过度地使用会造成个人隐私的泄

露和影响人们的生活，进而规范应用大数据的过程显得及其重要。因此在应用大数据技术时要选择安全

有效的信息，这样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才能更好的保护学生的隐私。 

4.4. 再次利用预防犯罪 

大数据在不断的发展，数据的再次利用对人们在仔细分析问题后，进而改变了社会的犯罪现状，有

效控制和预防社会的犯罪。在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大数据的再次利用可以预防学生犯错。但再次利

用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客观、具有虚假的一面，因此存在的这些风险也是无法预测的。在大数据时代下，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占高校教学的比例尤为重要。在面对众多的有关学生学业成绩、身体将康等数

据，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者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分类、辨别真伪，整理出学生真实存在问题的信息。这样

才能有效控制和减小学生步入社会后的犯罪，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 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结及展望 

5.1. 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结 

在当代社会，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实践意义。大数据对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定的

吸引力，大数据对学生的思维、兴趣、思想观念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数据发展过快，与其相配套的教

育设施更新速度相对较慢。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教育理念等不能及时更新，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

很难持续良性的发展。大数据不可避免地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的影响，大数据会异化大学生的人生

价值、人生目标、行为举止。大数据承载的信息量很大，这其中存在真假信息，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时难度更大。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强化自身对大数据意识，挖掘大数据包含的巨大价值，对学生

的信息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才能得到有效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5.2. 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展望 

在大数据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顺应时代的特征，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要与现实的发展需

要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可以采用定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利用大数据也可以对人们的思想、

情感进行定量化的分析。但目前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定量分析停留在经验上，人们认为对不易掌握

的思想情感的量化分析可以借助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大数据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

个大的机遇，但学校要不断完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式，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效率。这样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总而言之，人们要警惕在运用大数据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避免陷入虚假数据带来的信息。在

纷繁复杂的数据视域下，怎样提高自己的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极其重要。与此同时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

政治教育在今后的道路面对的挑战会更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我处理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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