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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媒体作为新时代极具智能特征的技术实践，已纵深融入网络话语空间，成为生产网络语言、建构话

语语境、优化话语体系的重要媒介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智能媒体的广泛应用重塑了传统的话语形态、

话语联动空间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生成传播机制，并基于此影响话语受众的内蕴价值观和

外显行为。在此背景下，既要审视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困境：话语权威性消融、话语共情

力降低和话语引领力遭削弱，又要在明晰智能媒体和智能算法技术为弘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带来的新

发展契机的基础上，从创新话语元素，优化话语内容；创新转换机制，激发话语形态活力；创新技术赋

能，净化话语联动空间等维度探究、优化智能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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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l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intelligent media has been deeply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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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ed into the network discourse spac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a tool for producing 
network language, constructing discourse context and optimizing discourse system. In a sens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edia has reshaped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form, discourse lin-
kage space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discourse content, and based on this, it has affected the intrinsic values and explicit 
behaviors of the discourse audience. In this context, we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ab-
lation of discourse authority, the reduction of discourse empathy and the weakening of discourse 
leadership, but also innovate discourse elements and optimize discourse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intelligent media and intelligent algo-
rithm technology for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discourse form; explore and optim-
iz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purification of discourse linka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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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量达 67,369 块/32，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6.8%。互联网的迭代升级为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全新的场域，信息技术的智能化更迭则使新旧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技术支撑，二者合力推动智能媒体时代的加速到来，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打开了新篇章。纵

观智能媒体时代“话语叙事方式变化和话语权力结构变更”[1]，媒体的“智能”融合变革作为一把“双

刃刀”，在加速网络话语内容多样化、丰富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造就了诸多不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引领力的挑战。 

2. 智能媒体时代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紧迫性 

智能媒体是“以往所有媒体形式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同时辅助以最新的技术设备和大数据分析，形

成的内容无尽且信息不存在限制的媒体”[2]，是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产物，通过计算机算法

程序对互联网中海量原始数据进行抓取分析，然后运用智能算法程序自动生成新闻内容的生产方式[3]。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的指向一定目的的言语符

号系统，影响并渗透于国际交往、社会生活及个体发展的全过程，话语体系的核心在于话语权，而其核

心概念即为话语[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媒体具有极高的甄别和理解能力，虽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在网络话语空间中的最优传播、话语权的强化提供了全新的媒介和方式，但也使网络话语空间变得更趋

复杂多变。智媒时代现实生存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的日益交织，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于话语空间的传播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以及自身多等方面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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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方敌对话语：“软硬皆施”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引领力 

话语即权力[5]，而信息技术则是话语权的关键支撑。信息技术的强大，决定着信息资源的丰富及话

题的生产传播权，进而决定了“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谁”能建构利于自身的话语传播语境。纵所

周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皆起源于美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占有着全世界大多数的信息资源，控

制着最为关键的信息技术。西方敌对话语正是凭借着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牢牢把控着世

界信息网络的话语权，进而将内蕴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如果称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是西方

敌对话语抢占我国网络话语权的“硬实力”，那么以智能媒体为媒介所宣扬的柔性意识形态话语则是他们

的“软武器”[6]。在智媒时代，西方敌对话语借由新型智能媒体如 YouTube、Instagram，大肆宣扬新自

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西方思潮，大肆传播极具功利利己性、迷惑性的柔性话语，企图以柔性意识形

态话语为代表的“劣币”驱逐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为代表的“良币”的生存空间，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于网络话语空间的引领力，大致表现为：一是借西方媒体大肆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念，极力鼓吹“去

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终结”等话语；二是以西方媒体为平台设置热点话题，通过收买我国的话语“意见

领袖”来“调控”网络话语空间。 

2.2. 网络拟态空间：“流量为王”消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性 

新旧媒体的纵深融合发展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使得网络拟态空间呈现不同的话语主体，给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智能媒体时代，话语主体大致可分为主流思政宣传媒体和自媒体。在

纷繁复杂的网络拟态空间中，于自媒体而言，话语受众注意力即流量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一方面，稳定

的流量可以提升其知名度，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巨大的流量来获得广告商的

青睐，进而获得资本支持。简言之，只有稳定的获得受众的关注，才能将流量变现为资本红利。主流思

政宣传媒体所宣传的话语无疑与社会主流价值相一致，“是富有正当性、真理性和思想性的”[7]，但这

些特质恰恰也是部分自媒体所排斥的，因为对部分自媒体而言，真理性和思想性不一定是“可盈利”的，

富有正当性的不一定是受众所“关注的”。但是，受众所“关注的”一定是符合流量标准的。因此，部

分自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旨在迎合受众心理，为的是让受众获得满足愉悦感。但并不代表这些内容都是有

益的，因为在智媒时代，由于智能媒体技术所具有的隐秘的规则力量，一些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相悖的

话语传播的更加悄然隐蔽，部分以“流量为王”为逻辑的自媒体往往会无意识的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相悖的话语，长此以往，部分话语受众便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不适应感，进而便会消融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 

2.3. 传统话语表述：“宏观叙事”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共情力 

智能媒体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话语空间的表述仍是一种传统的话语表达，科学合理

性稍显欠缺，不易满足智媒时代话语受众日新月异的话语需求。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智媒时代

所表述的内容与话语受众的生活、话语受众的现实问题、话语受众的心理特征以及话语受众的发展需求

间的衔接不够紧密贴切，尚未能全面准确的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未能对话语受众所关注的热难点问题

或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进行精准聚焦、解答。另一方面，智媒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话语空间的“宏

观叙事”式表达，虽话语逻辑严谨、话语表述准确，预设性、学理性等特征明显，但对话性、情感性稍

显不足，话语表述未能深入浅出，也就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述的理想化模式：话语鲜活生动、通

俗易懂且贴近人心。总之，“宏观叙事”传统式表达所构建的话语语境过于庄严、肃穆、抽象、宏大，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理性和宣传性意蕴深厚，但却不够生动活泼、贴近受众，这就削弱、降低了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对话语受众的感染力、亲和力和共情力，久之，便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智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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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话语的交流与博弈。 

3. 智能媒体时代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智媒时代，智能媒体技术已成为影响网络语言生产、网络语境构建、话语体系优化的关键技术因素，

智能媒体技术与网络话语生产、发布和传播的深度柔性内嵌，使得智媒时代话语互动、话语内容、话语

空间分别呈现出全员参与性、全息感染性、全域覆盖性等智能特征，能够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3.1. 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话语互动的全员参与性 

智媒时代，智能媒体所依仗的智能算法技术能够“精准”提升话语传播准度、“智能”增强话语影

响效度，促使话语受众成为了网络话语生产传播链上的关键一环，实现了话语受众与话语发布者间深度

双向互动的结构性变革，使得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话语互动的全员参与性趋向更为明显。首先，基于智能

算法技术的智能媒体终端能够智能甄别、筛选、储存话语受众的日常生活信息，受众的点赞、评论等行

为以及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动机或价值立场，都会被智能算法捕捉并量化为数据，并在经过算法机制分析

加工后，汇入“私人定制”数据库，现实场域的话语发布者便可据此库适配话语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

强话语的影响效度和传播的广度、准度。其次，在智媒时代，每一位话语受众都可以借助网络智能媒体

进行话语诉求、话语反馈乃至是与话语发布者间的线上双向互动，在网络话语“多向交互”的传播过程

中，每一位话语受众在消费智能媒体所递送的网络话语时，都被同化为了网络话语传播者乃至生产者。

此外，智能算法技术还可以在分析媒介受众的话语浏览痕迹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画像”，即话语受众的

情感波动、价值趋向及思想变化轨迹，提前智能识别话语受众的内在困惑，话语生产者便会基于此展开

思考，这亦强化了话语生产者的主体参与性。 

3.2. 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话语内容的全息感染性 

智媒时代智能算法技术和新旧媒体的深度耦合使智能媒体嵌入网络话语语境建构这一媒介功能得以

充分发挥，又促进了网络话语内容的充分展现、充分表达。智能算法技术具有“成熟的数据收集、整理、

挖掘和分析功能”[8]，借助智能算法技术，智能媒体可以实时发现并掌控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和网络话语

空间的最新动态，从而同步更新、传递最新网络话题，实时生产、发布和传播最具新颖性和感染力的网

络话语内容。部分智能算法技术较为先进的智能媒体甚至可以借由现实或网络舆论事件图谱“智能”预

测、“精准”聚焦未来的热难点问题，并据此形成系统完备的话语价值框架、话语生产传播机制、话语

发布渠道，进而建构具有自家媒体特色的网络语境。基于自身的网络话语语境，部分智能媒体能够较为

系统、整体的把握线上线下各类话语受众的话语需求及其思想变化趋势，并在自身的话语生产传播机制

中进行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叙述方式的提炼乃至集成创新，进而使得所生产、表述的话语内容能

够全息呈现，并且与其他大众话语相比，集成创新过的话语内容更具感染力和系统性、现实性。 

3.3. 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话语空间的全域覆盖性 

“话语空间即话语场域，是指人们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符号空间、符

号场[9]。”智能媒体时代，为获得这种“符号场”中的话语权，话语主体可以借助智能媒体从网络空间

中获得海量数据，然后再凭借智能算法技术对海量数据中的各类信息进行话语空间层次的精细划分，目

的是为了适配话语受众日日新、多元化的话语诉求。因而各类网络话语能够在高度仿真的网络虚拟空间

中利用智能媒体技术对话语话题生产、话语内容传播的技术优势地位，规律、动态的记录话语受众的现

实关注点和潜在的注意力方向，进而智能、精准开发“注意力资源”[10]，实现话语内容的贴切表述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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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内蕴价值的潜隐递送，由此，借助智能媒体的网络话语相较于拟态空间中的传统话语，便会更具先天

优势，进而占据虚拟空间的主导地位。至此，网络话语的覆盖范围便从传统拟态空间延伸至网络虚拟空

间并占据优势地位，再加之智能媒体技术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迭代升级，网络话语便实现了线下现实环境

和线上虚拟环境的有机结合、互嵌联动，并最终实现了对网络话语空间的全员覆盖。 

4. 智能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优化的实践进路 

传统媒介的智能化变革重塑了网络话语生产、发布与传播的媒介生态结构。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体系必须要主动把握智能媒体发展大势，在创新话语元素、创新转换机制、创新技术赋能三个维度上智

能、精准发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与智能算法技术、智能媒体终端的互融联动，推进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体系的系统化、精准化，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于话语空间的回归与超越。 

4.1. 创新话语元素，优化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供给 

智媒时代智能算法技术与媒体的融合发展能够智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递送“准度”，但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不仅需要“递得准”，更需要“投得准”。优化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供给，就

是在创新话语元素的基础上，以智能媒体为传播媒介，运用智能算法技术，采用智能传播方式，实现主

流文化、主流声音和主流故事的精智化表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实效性与引领性。创新话语

元素、优化话语内容供给的维度有很多，此处基于智媒时代话语传播、智能算法技术的独特优势，侧重

从主流价值作简要陈述，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话语内容的核心底色、内蕴价值。首先，在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内容生成、传播过程中，主流思政宣传媒体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话语内容底色，规

律、动态、准确的向话语受众提供关乎其现实关切和社会热难点的话语内容，同时借助智能媒体技术，

发布“蕴含社会主流价值的公共信息供给来平衡个性化信息”[11]，使得话语受众刺“刺破”智媒时代话

语传播圈层化“气泡”，击碎话语受众固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推进其思维模式、思考方法的个性

化、系统化发展，进而促使话语受众实现以主流价值为指引和个性化需求正向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其

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尺度批判借鉴智媒时代网络话语空间中的话语信息、话语内容等话语资

源。智媒时代，话语空间中大众话语的斑驳复杂、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使话语受众深陷“过滤气泡”，

单一而同质的话语内容、话语信息使得话语受众日渐偏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引导轨道。而丰富海量的

话语资源却可消解同质性信息的价值偏见，破除智能算法技术衍生的“过滤气泡”，因而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要适时、适度的借鉴网络话语空间中的多元话语表达。但网络话语多为自发且无序的，往往还伴有

隐性的意识形态渗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吸收大众话语资源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

杆评判各类话语资源，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正向价值引领与话语内容多彩的有机结合，并最终形

成一个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为主导的多元正向话语共存的风清气正的智媒舆论场。 

4.2. 创新转换机制，激发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活力 

智能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活力的生成与提升不可能仅依靠话语受众对话语内容的被动

接受而获得。激发进而提升话语形态活力必须首先创新话语形态的转化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

态的活化，使话语形态能够贴近现实、贴近日常、贴近话语受众的真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的

活化主要聚焦于话语形态表现样态层面的不同话语形态之间的转换以及话语形态实践层面的精准运用

[12]。首先是不同话语形态间的转化：政治性、学理性话语转向文化性、现实性话语，就是要采取话语受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进行通俗化表述。一方面要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源，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性特色。要在深刻挖掘中华优秀文化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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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文化性表述，同时借智能媒体创新话语内容表述载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播广度；借

智能算法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符号进行文化编码，提升不同话语受众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接受度。

通过对话语表述载体和话语符号的智能化重建，区别于其他自媒体所表达的话语，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和中华优秀文化结合层面，凸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的文化鲜活力。另一方面，要以现实生活为本，

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质上而言来自于话语受众的现实生活，而它

能否具有共情力的重要衡量尺度便是能否折射话语受众的生活，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向现实性

的转变，就必须要回归至与话语受众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世界。因此，智媒时代的主流思政宣传媒体要

借助智能媒体对现实或网络舆情智能预警，进而精准识别、把握话语受众的现实关注和热难点问题。其

次是话语形态实践层面的精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受众群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话语形态运用的差异

性，话语形态活力的提升取决于话语是否满足了受众的话语需求。因此，在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的生产、传播过程中，要秉持差异化思维：借智能媒体所构建的“私人定制库”、“数字化图像”、网

络舆论图谱，精准识别受众的话语需求；借智能算法技术精准推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4.3. 创新技术赋能，净化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联动空间 

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发挥海内外主流思政宣传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智能

媒介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推广中华优秀文化、阐释中国主张，以智能媒体技术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创新

性表达，推进中华话语更广泛更有效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要净化智媒时代网络话语联动空间，为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生产、发布与传播建构一个良好的网络语境。首先，网络话语空间是不同类型的网络

话语生产与发布、传播与博弈的场所，充斥着主流与非主流并存的话语内容，面对一些失范甚至是泛滥

的非主流话语，必须创新、推动技术赋能，将智能算法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进行纵深融合，构

建起技术防范的防火墙。要不断探索信息技术智能化、精准化创新，借助大数据、智能媒体终端和云计

算、信息锚定等技术优势进行舆情智能预警，凭借智能算法技术筛选、拦截和删除负面话语、敏感话题，

以实现从源头上遏止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相悖的信息在网络话语空间的蔓延乃至发酵。其次，网络话语

空间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系统，隶属于宏观环境系统，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相互依存、交流互通。

在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话语空间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环境系统借助微博、知乎、贴吧等智能媒体平

台共同构成了极具全员覆盖性的智媒舆论生态圈，因此，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空间与环境有清

醒的认知和判断，要处理好智能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主流思政宣传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关系，以智能

媒体技术推进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以主流价值引领自媒体的话语生产、传播与发展，为智媒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与正向大众话语的联动发展、网络话语空间与社会大环境的动态平衡发展建构一个良好的

网络语境，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感染力、传播力和共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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