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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社会各领域因大数据技术赋能而发生深刻变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例外。“Z世
代”研究生群体熟练地使用网络进行学习，且相较于本科生群体，他们展现出更高的学习自觉性和网络

学习频率。这一变化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开始出现，为思政教育工作者带

来了新的挑战。当前，许多高校尚未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为此，高校应当

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大数据思政育人矩阵，建立一个实时反馈机制完善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资源

库，在新时代切实落实三全育人；完善反馈机制，全面采集和分析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数据，实施

精准网络思政教育；高校思政教育要因时而进，紧跟时代步伐，提升教师数字教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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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due to the 
empower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s no exception. The “Z generation” postgraduate group is proficient in using the network 
for learning, and they show higher 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online learning frequency than the 
undergraduate group. This change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At pres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have not yet formed a think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
duates based on big data.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ly on big data technology 
to build a big dat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trix, establish an all-round and three- 
dimensional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with perfect real-time feedback mechanism,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three-round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feedback mechanism, com-
prehensively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gradu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 accurat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improve teachers’ digital educ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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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信息爆炸，数据无处不在，我们已经悄然进入大数据时代。与此同时，近年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数字世界的原住民——“Z 世代”研究生群体已然成为在读研究生

主体。大数据向“Z 世代”研究生群体精准推送他们所喜爱的内容，因此他们极易产生信息茧房，一些

接触不良信息的学生更难走出思想歧路。在这种背景下，面临难以实时掌握每一位研究生思想动态的困

境，思政工作应当及时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转移教育阵地，依托大数据技术实时掌握每一位研究生在

庞大数据海洋的动态，以期为他们提供更为精准、个性化的思政教育，更好地助力“Z 世代”研究生成

长成才。 

2. 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 网络是“Z 世代”研究生思政教育的新阵地 
“‘Z 世代’群体，意指在 1990 年代中叶至 2010 年前出生的人，他们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成长，

因而又被称为‘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1]。在大数据时代，“Z 世代”研究生展现出独特的学习

特点。一是网络使用频率高、利用网络资源学习能力强，如积极使用“中国 MOOC”“学习强国”、在

线课程、学术数据库等线上资源提升自我；二是独立自主学习意识强，在大数据时代下，突破时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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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将学习场域扩展至线上，如依托哔哩哔哩云端自习室抵

抗学业拖延、学业倦怠；三是网络学习资源的获取变得更为便捷，在“Z 世代”研究生群体中海量学习

资源的抵达率较高，然而这些资源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混杂着大量低质量或虚假的信息。“研究生教育

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驱动力的结合点，是国家抢占科

技战略制高点的‘战略资源’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2]。思政工作是培养人才之基，针对“Z
世代”研究生网络学习特征，思政工作应当积极求变，依托大数据技术探究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创

新策略。 
(二) 依托大数据开展网络思政是落实三全育人的重要实践 
“Z 世代”研究生是当下研究生教育主要对象，因此，“Z 世代”研究生活跃在哪，思政教育工作

的触角就应延伸到哪。从全员育人来看，高校思政教育主要包括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及日常思政教育，

需要专家学者、教师、导师与辅导员、班主任同心协力，在依托大数据技术捕捉“Z 世代”研究生思想

动态的基础上，做好网络舆论纠偏、热点讨论引导、问题解答等思政教育工作，清朗网络空间。从全程

育人来看，要从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出发，针对研究生特点和需求开展各项网络思政育人工作。“Z 世代”

研究生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空间多集中于网络端，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对社会热点高度关注，相较于本

科生所知更多，故而更有表达欲，但是作为学生思想还不够成熟。这就要求高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其思想动态进行实时收集、分析，对学生进行过程性思政评价，为高校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提供数据

支撑。从全方位育人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既要重视传统课堂的面对面，也要重视八小时课堂外的键对键。

从技术维度上依托大数据技术，对“Z 世代”研究生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QQ 空间、微博、抖音、哔

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学习、生活、娱乐状态进行收集、分析，构建学生精准数字画像，实现精准思政。

让大数据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真正践行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三) 利用大数据技术是思政工作者“因势而新”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3]。随着大数

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和革新，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正经历着

一场无声的变革。在这样的技术发展背景下，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 GPT 的深度推进，教育形态

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其数字化趋势愈发显著且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正在经历

深刻的变革。教育因科技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4]。在大数据时代，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为适应这一趋势，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适时调整，聚焦网络阵地，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与生活习惯，

以创新的方式开展各类网络思政活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不仅可以提升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还能在

大数据的支撑下，尝试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实现精准教育。 

3. 大数据时代下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为探究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在规律，在大数据背景下探索符合新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发展规律的举措，提升育人实效，推进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现代化发展，笔者以西北地区某高校

为例，面向研究生、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某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教育开展情况。

共收集有效问卷 811 份，其中面向研究生收集有效问卷 542 份，面向本科生收集有效问卷 269 份。对问

卷进行信度分析，其 Cronbach’s α系数达 0.902，可见数据真实有效；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KMO 值高

于 0.945，巴特球形检验 P 值接近 0，说明该调查问卷结构设计较好。 
笔者经分析问卷，研究发现当下网络思政在依托大数据技术落实三全育人举措上仍有进步空间；在

实施精准网络思政教育上需要进一步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思政教师的数据素养有待提高。具体分析研究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12


罗紫琴，孙琳杰 
 

 

DOI: 10.12677/ae.2024.143412 559 教育进展 
 

如下： 
对网络思政抵达度进行调查(详见图 1)，发现仅有 57.53%的受访者表示其所接触的思政课经常组织

网络课堂教学，网络思政并未贯穿思政教育全过程；对思政教育是否注重综合采用语言、影音、新媒体

等方法进行调查(详见图 2)，发现 21.6%的受访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方法种类不多，5.28%的受

访学生认为采用的方法较为单一，网络思政尚未做到全方位育人。 
 

 
Figure 1. H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you have encountered organized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图 1. 你所接触的思政课是否组织思政课网络课堂教学 

 

 
Figure 2. Do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cus on the com-
prehensive use of language, audio-visual, new media, and other me-
thods 
图 2. 思政教育是否注重综合采用语言、影音、新媒体等方法 

 
对提高思政课网络课堂教学效果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调查(详见图 3)，研究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增加

更为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是提高思政课网络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措施，占比达到 76.2%；互动与交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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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认为是网络课堂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有 60%的受访学生认为需要增强互动与交流功能；49.82%的受

访学生认为需要提高教师的网络教学水平和操作水平，这表明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对于教学效果具有重

要影响；45.64%的受访学生认为学习操作需要更加简化，这表明在用户体验方面仍有待提升；32.27%的

受访学生认为加强教师的线下指导和辅导是必要的，这表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受到一定程度的

认可。 
 

 
Figure 3. Areas to improve in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via online plat-
forms 
图 3. 提高思政课网络课堂教学效果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学校利用大数据技术在个性化教育服务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详见图 4)，研究发现去除

“无”“没有”“不清楚”等无意义或意义不大的答案后，受访学生希望高校多关注“学生”本生，此

外还有“就业推荐”“资源”“选课”“隐私”“服务”“需求”“思想”“因材施教”等多个方面，

可见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多样性，以及高校需要针对这些个性化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思政的必要性、迫切

性。 
 

 
Figure 4. Word cloud of pressing issues in the school’s use of big data in personalized education services and other areas 
图 4. 学校利用大数据在个性化教育服务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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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认为“思政课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哪一种形式效果更好”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相较于传统教

学，网络思政更受学生所喜爱，但不容忽视的是 46.53%受访学生(详见图 5)认为传统思政课教学和网络

思政教学各有优势，关键还得看思政老师的课堂运用。且 61.09%的学生认为网络课堂学习模式下进行思

政课的学习更加有效果。可见教师作为开展思政课的主体，切实影响着思政教学的效果，提升高校思政

课教师的能力是高校思政改革创新的重要环节。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
ing: online vs. traditional formats 
图 5. 思政课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哪一种形式效果更好 

 
基于学生认为教师才是思政课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要素，笔者对学校思政课教师对网络平台的操作

熟练程度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约 49%的受访研究生认为学校思政课教师对网络平台的操作总体非常熟

练，约 16%的受访研究生认为学校部分思政课教师对于网络平台的操作熟练程度为“一般”或“不熟练”

(详见图 6)。 
 

 
Figure 6. Analysis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structors’ proficiency in oper-
ating online platforms in their school 
图 6. 学生对所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对网络平台的操作熟练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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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思政课教师普遍具备运用网络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技能，但仍有部分教师技术素养

有待提高。为进一步提升思政育人实效，高校应加强对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技能培训和技术支持，提高其

在网络平台操作的熟练程度。 

4. 大数据时代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创新策略 

(一) 落实三全育人，构建大数据思政育人矩阵 
教育部曾多次强调高校要完善数字思政教育体系。当前市场上已存在诸如哔哩哔哩、小红书、百度

网盘和线上有偿课程等资源平台，为“Z 世代”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网络思政学习资源。然而，这些资

源中存在一些质量不高、导向有待考究的课程，要求“Z 世代”研究生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信息资源

筛选能力。基于此背景，高校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大数据思政育人矩阵。在内容供给上，依托大

数据技术聚合教学素材和资源，整合校内各部门的思政教育数据资源，并与教育部牵头打造的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等社会优质思政教育资源进行对接，为思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建

立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资源库，为其提供更为便捷的学习通道。同时，依托大数据技术全方位地

收集、分析学生在平台上的学习、生活、活动数据，通过对学生思政学习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可视化呈

现，适时调整思政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策略，以期进一步促进“Z 世代”研究生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形

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大数据时代让“三全育人”真正落地生效。 
(二) 完善反馈机制，实施精准网络思政教育 
“Z 世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场域不仅局限于传统课堂，更延伸至网络空间。因此，思政教

育工作者难以全面掌握“Z 世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依赖大数据技术实时掌握研究生的

政治学习、思想动态等，并根据大数据实时反馈调整教育策略，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时性和针对性。学者

申小蓉、潘云宽指出“教育者通过发现和定位大学生思想上的‘痛点’就可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教育，

从而实现‘靶向治疗’，达到精准教育的目的”[5]。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其学科性、专业性更精、更

专，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研究生阶段性特点各有不同，想要精准掌握不同研究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

学术动态，就要依赖大数据技术对研究生进行精准画像，为研究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法、教育资源，

根据学生个性化需求精准推送思政教育内容，实现精准化思政教育。 
(三) 教育因时而进，提升教师数字教育素养 
学生在哪，教育阵地就应在哪。“Z 世代”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娱乐场域不断移步线上，思政教

育工作者的教学场域同样应当向网络端拓展。为实现大数据驱动下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思

政教育工作者的大数据素养必须得以提升，这是教育现代化、教育数字化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高校在

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在职培训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并在引进大数据专业化人才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划。

同时，思政教育工作者自身也需不断跟进时代步伐，主动提升大数据素养，以避免本领恐慌，在面向“Z
世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不仅要学习网言网语，更要在思政课上运用

流行语、表情包等“Z 世代”研究生更容易接纳、更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在教育形

式上，充分融入 AR、VR、H5 等新技术手段，利用短视频、漫画、数字小游戏等多种形态的教育素材，

激发“Z 世代”研究生情感认同，促使思政教育工作取得实效。 

5. 结语 

大数据等新技术赋能高校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是数字教育的必然趋势，高校应当积极地“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政教育工作者应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己任，多举并措探究大数据驱动下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创新策略，以期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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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当然，在利用大数据驱动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应重视由

此产生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以及教育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思政教育工作者需不断提升自身

的技术应用能力，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为此，高校也应制定严格的数据使用规范，确保研究生个人信

息的安全。这不仅是大数据时代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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