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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推动时代发展新浪潮，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契机和

挑战。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育对象价值需求、网络舆情监控、智能化校园管理提供精准

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支持，也潜藏着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性落寞、教育思辨性缺失及伦理道德迷失等

挑战。面对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应该以课堂教育为主阵地，以思

想政治教育引领为价值牵引，以数字素养为重要抓手，以隐私安全为底线红线，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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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has rapidly promoted the new wave of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ring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precise, persona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suppor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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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he value needs of educational object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intelli-
gent campus management, but also lurk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oneli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ors’ subjectivity,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loss of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I em-
powered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take classroom education as the main position, t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ance as the value traction, take digital literacy as an important start-
ing point, and take privacy security as the bottom line, so as to realize the due value of AI empo-
wered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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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思想政治

教育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以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政教育均衡发展，破

解高等教育规模化培养与个性化发展的时代难题，培养适应新时代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型人才，已成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1]，将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部署，这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背景下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和战略部署。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教师要主动适应信息化、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压舱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

价值引领的重要职责，理应紧跟智能化变革的发展趋势，守正创新，积极依托人工智能来谱写思想政治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技术是新时代以来极具开创意义的重大技术突破，在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为高校师生所接受、认同，并在拓宽教学场域、识

别价值需求、监测网络舆论、提升智慧管理等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供给提供有力

支撑。 

2.1. 技术赋能拓宽思政理论课教学场域 

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是以实际的物理场域为基础，它具有时空相对固定、形式相

对统一的特点，因此，能够相对集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然而，思政教育的主客体在“场”

中却难以打破时间束缚和空间制约，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局限性。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让大学思政课的每一

个参与者，突破文化、历史、地理的限制，重建一个实时交互、声像兼具的智能领域，为拓展大学思政

课的教学领域带来技术突破。同时，通过“一人一策”的智能化教学，将差异化的个体实践和个性化的

教学需求相统筹，有效区分不同学生在特定情境和学习阶段的课程重点，精准衔接教育对象的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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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画像和成长背景，通过定制式教学催动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的内生动力，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间的交互体验和协同能力，形塑新的教学方式和知识体系，通过植入云上游历、沉浸案例、在线翻

转教学等思政教育人工智能应用模块，贯通高等教育知、情、意、行的一体化思政链条，提高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实效。 

2.2. 智能画像精准识别教育对象价值需求 

在人工智能赋能条件下，高校可以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收集教育对象的学习数据，梳理学生在生活中

的现实形象和网络世界中的虚拟形象，依托聚类分析、语义分析和智能算法等各类技术工具获取多方信

息，全面刻画教育对象的详细样貌，及时跟踪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数据，让难以量化记录的理想信

念、认知行为、情感表达等模糊性要素转化为具体的程度数据，让不同类型、群体、圈层的学生需求以

智能化方式进行传递，客观直接地反应教育对象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标志性经历，为科学制定个性化教

学方案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生成可视化量表和动态图谱，客观呈现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变化状态，

更加全面客观、动态多维地认识、评估、预判教育对象，进而为学校分环节、分形式、分批次进行思政

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2.3. 智能监控兜牢网络舆论传播底线 

在“去中心化”的全媒体传播时代，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和信息辐射能力日渐式微。“围绕高校舆

论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策略进行的公共表达转移至基于数字化、扁平化、社交化的网络媒体和人工智能

平台”[2]，在传播内容、传播时效、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高校网络舆论管理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时监控为更好地引导高校网络舆论提供了现实条件。首先，

依托内容分发和“爬虫”技术可以锁定关键词实时检测一段时期内特定人群的情感波动和定向表达，把

握校园舆论思潮的主流方向。其次，基于“爬虫”得到的舆情数据，组织专业团队从不同层面进行发声，

解构舆情产生的社会条件和传播土壤，做到精准宣传，不断凝聚校园舆情传播的引导力。最后，通过自

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舆情热词和传播路径在数据库进行登记类比，做到提前防范，不

断提高校园舆情管理的自动化、可视化、规范化，将校园舆情管理重点从传统的统计分析向研判分析、

风险预测、对策建议转变，实现舆情的“早报告”“早研判”，让校园舆情工作从“灭火”转为“防火”。 

2.4. 智慧管理提升思政教育实践温度 

高校校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构建智慧校园将成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基础环境。高校校园每日会产生海量数据，海量数据又反哺了人工智能的算法精度，两者相辅相成，从

而实现了校园信息门户、数据中心、智慧教育应用系统、学生一卡通终端和智慧基础设施之间的信息串

联，提升智慧校园的智能化。如“智能化”学生资助系统可以通过学生每日消费数据智能识别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信息，将助学和育人有机结合，以感恩教育为重点，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良性循

环，让资助服务展现思政温度。同时通过构建以数据驱动的高校“数字大脑”，用数字科技赋能来提升

学校综合管理水平和质量，让“数据跑路”代替“学生跑腿”，极大丰富学校的教、研、学、管、用等

模式创新，推动学校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 

3.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推动了教育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但其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事物，在发展、应用和治理上仍

处于探索阶段，潜藏着数据控制、数据泛滥与数据异化等一连串问题，并带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落

寞、教育思辨性的缺失，伦理道德迷失等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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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控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落寞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拥有处理大数据、智能信息、智能文件的能力，这就更加凸显了人工

智能背景下教育的主体性削弱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提供海量的学习资源和宽阔的成长空间，但

也因为“算法至上”的优先性搭建起了学生自我选择的“信息茧房”，学生仅能接触自己喜欢和选择的

特定内容和知识范围，技术替代了学生进行自主思考与选择的过程，形成隐性禁锢，并逐步加剧了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弱连接”状态。量化的数据指标和评价量表存在将教育对象物化的嫌疑，不利

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也让教育者从“在场者”变成“缺席者”，导致主客体之间双向互动的情

感联系逐步淡化，让以人为本、以技为用的教学策略无法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在

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全生命周期教育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评价优先、算法优先的技术逻辑冲击了教育

主体的情感交流和传递，在理论方面的灌输效果降低，在情感方面的感化作用被淡化，在精神方面的传

递作用被削弱，在行为层面的规范作用被无视，阻隔了教育者与学生的交流，淡漠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应

有的人文情怀。 

3.2. “数据泛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思辨性的缺失 

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与资源保障，但是泛滥的大数据环境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思辨性的培养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是思政教育内容往往难以用简单的图片、音频、视频等文艺形

象和主观演绎进行诠释。直观的显性呈现缺乏对思政教育内容的深度思考和理性归纳，让学生对人工智

能技术产生依赖性，逐步丧失自主研究和联想对比的综合学习能力，使学生沉溺于不费脑力的快感式信

息碎片，“泛机器化”现象必然导致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和思辨能力减弱，学生的分析演绎、逻辑推理、

抽象综合等高阶思维能力难以得到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多元价值观念交织、相互碰撞的社会环境中，

数据生产的平民化、大众化导致数据创作者的认知水平与思想层次等千差万别，数据质量也良莠不齐，

大学生极易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主流价值产生怀疑，沉浸在信仰的迷失、心灵的混乱和思维的

扭曲之中，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思辨性的缺失。 

3.3. “数据异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伦理的迷失 

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其造成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也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以至于产生了很多数据异化的问题，并引发一系列道德伦理问题。作为育人资源的数据资料虽然仅限于

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研究中使用，但依然存在数据确权的普遍矛盾。事实上，数据为个人所有，学生拥有

对自身所生产的数据的所有权利。教育者在未经同意、学生不知情或数据权属不明确的情况下使用教育

对象的信息数据，可能涉及侵犯数据所有者的隐私和信息安全，也不符合物权精神。同时，教育者在数

据使用的过程、用途和目的中也存在违背教育对象意志的可能，教育者通过数据分类将教育对象类群化、

标签化，以及部分被定义为弱势群体、能力欠缺的个体等，虽然很多情况是教育者无意识、不自觉的行

为，但也已触及变相歧视、超权管理等道德问题。 

4. 推进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复杂多变的教育情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课堂教育、思政

教育、数字素养和隐私安全等方面的实践路径，推动教育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4.1. 以课堂教育为核心阵地，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是未来思政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31


龙娜，任建国 
 

 

DOI: 10.12677/ae.2023.13111431 9271 教育进展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3]高校在思政课堂教育实践中应该融合新文科和新工科，培育人工智能时代

具有思政特色的高水平人才。融合马克思主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管理等新文科专业特征和人工

智能、软件算法等新工科专业特点，发挥思政课堂授课“宽口径、高弹性”的优势，以课堂教学为立足

点，以课程思政为抓手，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将各类课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

融入思政教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同时，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内涵和外延，厚植学生科学素养和数字思维。拓展课程思政内涵和外延，

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面向全校学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等通识类课程

等为课程思政主渠道，以人工智能体验教学终端为沉浸式学习载体，以跨学院的课程教学联动、学科竞

赛交叉复合、社会实践协同为路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参与课程思政教学与实践的深度和厚度。 

4.2. 以思政教育为价值引领，跨越机器思维与教育逻辑的技术壁垒 

教育是一种爱的艺术，需要温度、温暖和热情的巨量投入，需要人情关注、人性关爱、人文关怀。

而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离开人就不智能”的阶段，其核心技术主要应用在智慧软硬件升级、云

端教学、数据分析识别、内容归类分发等辅助层面，无法向教育对象持续传递教育温度。哈贝马斯也指

出：“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但要让它回到其合法范围内——用以处理任何自然

的关系，用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目的也是人，因此，应以思政

教育为引领，高扬价值理性旗帜，突破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重视思政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和精神成长

需求，坚持人本为体，技术为用，“以术御道”，让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算法至上和人本主义

相协调，让新时代思政教育优先回应青年学生对成长成才、理想信念、情感诉求的集中思考与表达，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3. 以数字素养为主要抓手，做好人工智能时代思政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有效衔接 

面向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师和学生除了应具有基本的教学和学习技能外，还应特别具备数字素养，

树立众创共享的知识观、智联建构的学习观、融通开放的课程观与人机协同的教学观，不断提高自身深

度学习能力、探究与创造能力、与他人和智能机器协作的能力、主动参与社会进程的意识，以高度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面对未来未知和变化的世界。高校要主动吸纳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知识背景的高精尖技术人

才，将其纳入教育者的队伍中，建立多元差异化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养教育主体的人工智能思维、

素质和技能，提高思政学科追踪能力和多场域促学能力，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个性化教育的

深度和广度，提供思政课堂的精细化服务，在促进学习、整合资源、应用人工智能、实现个性化学习、

进行情感沟通等方面，更好担任起学生的人生导师的角色。 

4.4. 以隐私安全为工作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思政教育生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隐私威胁也随着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愈发凸显。

智能化下人们的日常数字行为皆可追踪、识别、定位和溯源，海量数据逐渐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的沟通媒介，部分数据更因承载个人重要识别信息而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营造尊重个人隐私数

据基础上的思政教育生态环境愈发重要。首先，高校应以数据“去标识化”为核心目标，通过加密隐私

保护、植入反制系统等技术手段主动避免信息被非法收集，破解既要课堂应用又要保障安全的难题，使

数据“可用不可见”。其次，网信部门应强化监管意识，主动关注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算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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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定和生成，和教务部门协同评估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效果和意义，避免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路径依

赖。最后，高校教师在秉持开放心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做“技术信仰者”，只

做“真理传播者”，发挥思政教育的共情效应，重视学生隐私保护，用思政智慧和专业能力超越“算法”

和“数据”的辐射边际，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成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陪伴者和

引路人。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前沿科技的支撑，提高高校思政工作实效性、针对性与科学性必

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现阶段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运用正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工智能既是实践背景，也是技术工具，更是发展契机。从现实来看，人

工智能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价值前提、技术限度和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

诸多潜在风险及现实难题。因此，必须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技术动能与潜在风险，合理界定人工智能的

融入边界和适用范围，将人之主体能动性与机器之智能优势强强结合，积极探寻教育与技术的共存共荣

之路，自觉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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