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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思政是精准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造性运用。在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

是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以精准育人为根本目的，综合运用多种算法机制，精准识别思想

政治教育对象、精准“滴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而最终强化思想政治话语权威的过程。然而，随着

精准思政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耦合，人工智能算法的流量为王、市场至上等弊端也愈发外显，也已波

及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因此，当在阐述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期望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网

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现实困境，并最终给出破除这一困境的策略选择：推进人工

智能算法升级、变革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开展算法与媒介素养教育、净化网络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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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e thinking and politics is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precise think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mimicry environment, AI algorithms to help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accurately “dripp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finally streng-
thening th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based on following the laws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precise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and com-
prehensively using a variety of algorithm mechanisms. However, with the deep coupling of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AI algorithms, the disadvantages of AI algorithms such as “traffic is 
king” and “market first” are also increasingly apparent, and have spread to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expected value of AI algorithms 
to help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we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AI algorithms to help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under the network mimetic envi-
ronment, and finally give the strategic choices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AI algorithms, reform the AI algorithm tool theory, carry out algorithm and media literacy edu-
cation, and purify the network mimet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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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思维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将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便有了精准思政。

一般讲，精准思政是指“基于前沿技术的介入，在精准思维和理念的引导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

精准育人。其中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滴灌到位的内涵生成序列，涉及教育教学活动信息的精

细管理、教育目标的精准定位、任务解决的精确定向、教育过程的定时施教和教育成果的精准评价等等”，

[1]，简言之，精准思政即为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等颠覆性技术手段，基于精准思维和精准理念，精准

识别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及其思想实际，精准“滴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对教育效果进行精准评估、

精准反馈的教育实践活动。精准识别是精准思政之前提，精准定制进而精准滴灌思政内容是精准思政之

核心要义，精准评估则是精准思政之旨归，四者构成了精准思政育人实践过程，更是评判精准思政育人

实效性与时效性的关键矢量。人工智能算法则为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滴灌和精准评估提供了关键

的技术支撑，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思政领域，本意是想将以适配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的算法与思想政治

教育深度柔性内嵌，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发现与传统媒体所搭建的“拟

态环境”相比，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网络拟态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影响更为隐秘、悄然，因

为人工智能算法工作机制的全过程例如信息选择、信息加工、信息汇总都发生在“算法黑箱”的内部，

人们根本无法看见，所以人们会无意识间将网络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环境相连接乃至相等同。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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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功用日益强大、运行日益自主的人工智能算法所显现出的过滤气泡、流量为王、市场至上等异化

倾向也日益蔓延于网络拟态环境，给精准思政的顺利实施、精准育人目的的实现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 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期望价值 

网拟态环境，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借助网络媒介并运用网络化的符号系统描绘、摹写、重构和再

现现实环境，从而构建的一个信息环境”[2]，由此可见，网络拟态环境就是与人所处的客观环境相对应

的环境，是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摹写，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育人的空间，同

时，如果能提升网络拟态环境下精准思政的育人效果，就可以反作用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营造

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拟态空间。因而为了实现这种良性循环，可将人工智能算法与精准思政相耦合，以

期望能在拟态环境中精准识别、有效瞄准对象，精确实现精准育人，进而强化思想政治话语权威。 

2.1. 精准识别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及其思想实际 

精准识别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及其思想实际是实现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的前提，只有精准识别到思想

政治教育对象才能进一步精准“滴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只有精准识别到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才能

“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精准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而启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自

觉主动性。 

而当下，“人人都是受教育者”[3]，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了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人，同时思想

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并非一层不变，而是时刻处于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样态，所以在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中，教育者难以真正做到精准划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精准识别教育对象思想实际。但是在网

络拟态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所为所想都会在拟态空间留下痕迹，并且在算法场域，这种痕迹会

被量化并放大，在这一场域中，人们的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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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据此库

适配人的个性化需求。因此，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可精准识别、精准划分不同类

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并借人工智能算法机制所形成的“私人定制”库来精准捕捉受教育者的思想状

况与情感状态、精准把握受教育者的个性化特征与思想实际，以期望精准思政“瞄得准”，进而为精准

思政得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2.2. 精准优化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手段 

精准确定、“滴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根据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及情感状态，施加以精准的思

想政治教育手段，是加强和改进精准思政实践，增强精准育人时效性和实效性的内在要求。但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的宽泛庞杂性、手段的单一性经常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种倦怠感，这种倦怠感深刻影响

了精准思政的实践效果。 

因此，基于精准思政的实效性、针对性考虑与网络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必须精准优化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及手段，而在优化创新的过程中，精准简化与精准拓展成为精准优化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及手段的两条基本路径，即凡是不利于提升精准思政实效性的内容和手段都应简化乃至剔除，凡是能增

强实效性的内容和手段都应被谨慎拓展。但是在网络拟态环境下，简化和拓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

基于社会实践、坚守社会要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各受教育者的思维特点及知识水平后，据其内在需要

进行内容和手段的精准简化、精准拓展。因而可将人工智能算法融入精准思政，以算法机制全面、准确、

客观的收集、处理和反馈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的一切相关状态，并根据汇总与反馈的数据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和实施手段进行精准优化创新，然后以算法内容推荐机制为手段精准“滴灌”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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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容、以算法协同过滤机制精为手段精准剔除负面内容，以期望精准思政“投得准”，进而实现精准

育人。 

2.3. 强化拟态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引擎[4]，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

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鉴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独特政

治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起着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功用。以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本身

就是一个手段，一个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手段。因为在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

准思政的初衷就是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精准理论灌输、精准方向引领、精准思想纠错、精准效果

反馈，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精准思政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作用力、

更为深入的强化思想政治话语权威，进而巩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话语权。 

3. 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现实危机 

网络拟态环境，是现代媒介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状态[5]，更是加强和改进精准思政不可忽视的前提，

人工算法和精准思政虽以深度耦合。但从性质上看，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和精准思政的结合是

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精准思政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面临着现实冲突：“过滤气泡”

消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流量为王”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流性、“市场至上”异化思

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可塑性。 

3.1. “过滤气泡”消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 

美国学者伊莱·帕里泽在《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一书中对“过滤气泡”作了阐释：

“过滤泡”是一种“智能隔离状态”，也就是受技术媒介的影响，信息受众与不同的意见信息相分离，

各自被隔离在自己的文化或思想泡沫中。通俗点说，人工智能算法在为信息受众个性化推送愉悦感信息

的同时，规避隐藏了价值光谱另一端的信息，而且在智能媒体上无法进行算法自我纠偏而使得愉悦感信

息的非线性蔓延，导致信息受众思想观念的固步自封，简言之，人工智能算法会根据信息受众的信息偏

好来为信息手中进行个性化的信息匹配，从而以算法过滤机制过滤信息受众不喜欢的异质性信息，进而

让信息受众分别浸润在一个个缺乏多元观点交流的“网络气泡”中[6]。人工智能算法是以信息受众需求

为基础进行话语和信息的传达，但在网络拟态空间中，信息受众的需求并不一定和主流话语完全同步，

换言之，信息受众在真实客观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而一旦其进入到网络拟态环

境中，内心中的“游戏人生”、娱乐庸俗的想法甚至一些负面情绪都会借此宣泄出来，有的甚至还会对

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崇尚一些与主流话语相悖的非理性话语。但是智能算法只是一堆冰冷的数

据，它无法甄别这些需求，只会一味的为增加用户粘性而向其推荐其感兴趣的信息或话语。因而如果放

任“过滤气泡”放大和蔓延，那么某些与“主旋律”相悖的价值观念将会被不断的强化和放大，若长期

沉浸在娱乐化、庸俗化、非主流化的网络气泡中，人们便会固守己见，长此以往便会抗拒乃至排斥主流

话语，更不利于拟态环境下精准思政的开展，也就进一步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 

3.2. “流量为王”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流性 

在网络拟态环境中，评价人工智能算法效果最有效、最直接的指标便是流量。网络拟态空间纷繁复

杂，在碎片化、海量化的信息拟态环境中，信息受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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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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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进而获得资本支持。因而只有稳定、规律的获得受众的关注，才具有将流量变为资本积累的可能，

所以无论是基于热点推荐的算法技术，还是基于内容导向的算法技术，都秉持“流量为王”的流量优先

逻辑，最终目的都是将受众的关注即流量变现成资本红利。精准思政的育人内容无疑与社会主流价值相

一致，是富有正当性和思想性的，但这些特质恰恰也是部分人工智能算法机制所排斥的，因为对人工智

能算法内容而言，真理性和思想性不一定是“可盈利”的，富有正当意义的不一定是受众所感觉“有意

思的”。但是，受众所感觉“有意思的”、“令人愉悦的”一定是符合流量标准的。因此，人工智能算

法的内容旨在迎合受众趣味和心理，为的是让受众获得满足愉悦感。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内容都是有益

的，因为网络拟态环境下，信息发布者无法完全掌控所推送的内容的尺度与适宜度[7]，并且由于人工智

能算法所具有的隐蔽的规则力量，一些与主流内容相悖的恐怖或暴力色情信息传播的更加悄然、隐蔽。

因而在网络拟态空间中，部分以“流量为王”为逻辑主导的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的应用往往会无意识的背

离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的初衷，进而也就进一步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流性。 

3.3. “市场至上”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可塑性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所以具有可塑性，是因为其思想并不是先天形成的，更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

在内外部环境和社会实践的综合作用下形成并不断发展的[8]。教育对象的这种可塑性为网络拟态环境下

开展精准思政提供了可能性，是实现精准育人的前提，但是这种可塑性既可以被正面价值所引导，更可

能被负面价值所异化，同时在市场规则为主导的拟态空间中，人工智能算法内容抓住了部分思想政治教

育对象猎奇、娱乐的心理，使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消费人工智能算法内容的同时被同化为了内容制

造者。“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9]，马克思早已探

明科学技术和资本间的内在关联，人工智能算法也是如此。网络拟态环境下的人工智能算法不仅包含着

适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更涉及到了资本利益，即巩固和拓展市场的动机，因此，“市场至上”的资本

逻辑就会促使人工智能算法内容生产者不断地创造更多“流量性”内容。久而久之，“市场至上”逻辑

在网络拟态空间的纵深蔓延会不断的加剧拟态空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戏虐、娱乐等一味

满足用户喜好的“劣币”[10]，将会挤压以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为代表“良币”的生存空间。拟态环境下思

想政治教育生存空间的被挤压，也就意味着正面价值引领力的削弱、负面价值诱惑力的增强，长此以往，

支配于“市场之上”逻辑的负面价值定会异化受教育者的可塑性，精准育人也就无从谈起。 

4. 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策略选择 

面对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的初衷给精准育人的实践带来的些许风险，必须选

择多层次的综合性应对策略。既要变革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以主流价值构建人工智能算法价值论，也

要推进人工智能算法升级，以多样化信息推送刺破“过滤气泡”，更要在净化网络拟态环境的基础上，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拟态环境适应能力。 

4.1. 推进人工智能算法升级：以多样化信息推送刺破“过滤气泡”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人工智能算法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以今日头条的“信息推荐算法”为例，其算法

从 2012 年 9 月第一版开发运行至今，通过四次大的调整升级，成为了国内乃至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智

能算法。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可通过技术本身的迭代更新来解决，人工

智能算法也是如此，可以推进人工智能算法在不断升级中进行“有边界的调适”[11]，增强其于精准思政、

精准育人的适应度。 

因而从技术本身来看，必须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算法迭代升级，力争以多样化和透明化的信息推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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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过滤气泡”。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算法型信息收集与分布的范围，增加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的多样

性，为综合运用多种算法机制提供技术支撑。在追求人工智能算法机制多样化的同时，要尤其关注个性

化信息推送和多样化信息推送间是否处于一个样态平衡的状态，只有二者处于平衡状态，人工智能算法

才能发挥最佳功用。同时，要在扩充算法机制信息收集维度的基础上扩大算法型信息收集与汇总的范围，

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实现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适配和多样化信息推送的内在统一。此外，要构建反向型人

工智能算法机制，要根据受众的“私人定制”数据库反向推荐一些他们或许“无感”、“不喜欢”、“没

兴趣”但是和“主旋律”相关的内容，要将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内容纳入人工智能算法内容，进而助力人工智能算法个性化信息和主流性信息的动态平

衡。另一方面，要打开“过滤气泡”产生的源泉：“算法黑箱”，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的透明

度，使得“过滤气泡”的产生过程透明化，进而消融信息受众与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的信息不对称性、地

位不对称性。只有做到上述两方面，才能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算法的迭代升级，才能为拟态环境下开展

精准思政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场域。 

4.2. 变革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以主流价值构建人工智能算法价值论 

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即鼓吹人工智能算法“价值中立”或“无价值观”，其实质上就是算法的“伪

中立性”，但人工智能算法并不是天然而成的，它是算法设计主体基于一定的算法运算程序，为达到某

种目标，将一系列的技术和数据编码耦合而成，因此，人工智能算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其设计主体

的价值立场或意识形态取向，并且这种立场和取向将会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内容的传送，对信息受众产生

影响。但也不能因此而排斥人工智能算法思想政治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应“探索将人工智

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力”[12]，
所以必须要变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为价值论，进而更好的助力精准育人。 

首先，要加强对算法设计团队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赋予其价值理性、提

供其精神支撑，避免其陷入“流量为王”、“市场至上”的泥潭，助其破除“算法中立”、“算法工具

论”的谬论认知，进而引导人工智能算法“恪守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其次，要加强对人工智能

算法机制的把关、监督和评估，要以主流价值、主流话语作为评估的核心依据，坚决遏止色情、恐怖及

暴力信息和西方意识形态对算法机制的渗透，确保算法机制及其传输的人工智能算法内容与主流价值观

指向一致。最后，要将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的理念融入人工智能算法价值论，正如上文所说，人工智能

算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其设计主体的价值立场，那么如果设计算法机制的主体本就具有教育、育人

的理念，那么精准思政就可借人工智能算法的升级及人工智能算法价值论的建构实现“迭代更新”，进

而实质性的耦合人工智能算法和精准思政、提升精准育人实效性和时效性。 

4.3. 开展媒介、算法素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拟态环境适应能力 

网络拟态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被算法机制深度束缚，使得其主体性更趋碎片化、分散化和形

式化[13]，人工智能算法的异化倾向也已波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滋生了“娱乐至死”等不良

心态，对此，绝不能欣然接受或仓皇逃避，必须要基于教育对象本身，开展算法素养、媒介素养教育。 

开展算法素养教育，并不是指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读写编码、程序的能力，而是要培养其挣脱“算

法黑箱”、认清“信息茧房”、戳破“网络气泡”的能力，使他们清晰而切实的感受到算法对他们的束

缚，能够理性的对待拟态空间中的人工智能算法，认清人工智能算法滋生的资本至上、娱乐至死等危害，

进而在网络拟态环境中始终清醒，不为算法所吞没。媒介素养则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

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反应能力”[14]，因此，拟态环境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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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教育绝不能停留在信息选择、信息理解阶段，更要提升至信息评估、信息质

疑层次，培养其分析、评价乃至驳斥人工智能算法和网络拟态环境的能力。所以在人工智能算法与思想

政治教育深度耦合的进程中，所开展的素养教育不仅要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树立正确的网络媒介观念，

更要锻炼其思辨能力、强化其对人工智能算法媒介特质和算法运行机制的了解，使其在拟态空间中，不

仅能够自动过滤和社会主流价值相悖的信息，更能灵活运用相关本领对某些恶意中伤、歪曲主流价值、

主流话语的言论进行及时、有力的回击。 

4.4. 净化网络拟态环境：加强政府规制，坚决摒弃“技术中心论” 

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离不开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拟态环境，要想充分实现人工智

能算法助推精准育人和网络拟态环境健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必须要在推进人工智能算法迭代升

级、变革人工智能算法工具论进程的始终加强政府规制，政府必须要对拟态环境进行严格把关，完善拟

态环境下算法监管体制，进而实质性的净化网络拟态环境。 

第一，要直面网络拟态环境中人工智能算法所滋生的各种负面价值。网络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

法机制主体的碎片化使得信息、内容的传播权也分散到了相当一部分人手中，信息、内容传播权利的分

散也就意味着拟态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削弱，因而许多负面不良信息也乘机发散到拟态空间，

抢占网络阵地。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把关人”、“看门人”的作用，不能将人工智能算法滋生的负

面价值及拟态环境中的负面信息全部屏蔽或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而应该正面亮剑，力争在揭示负面信

息本质的过程中，发挥负面信息的正面功用，让其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第二，要大力完善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法律法规，坚决摒弃“算法中心论”、“代码即

法律”的谬论，以法治手段约束算法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机制背后的资本逻辑和算

法逻辑，建立与网络拟态环境相适应的算法机制法律监管体系，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力量监管算法机制背

后的资本逻辑，防止“市场为上”的资本对拟态空间的蓄意管控和不正当盈利，进而使得算法逻辑透明

化，为世人所见。另一方面，要运用法律法规规避乃至化解算法风险，因此要为算法立法，算法立法是

用法律来防范算法风险的前提条件，同时更要提升算法立法效率，不能将立法支配于“倒逼立法”，要

逐步强化以管控风险为主的前置立法，只有实质性的实现“算法立法”，才能进一步的增强以法监管算

法的法治意识。总之，只有真正且完整的建立、健全拟态环境下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法律法规，才能以

法治思维净化网络拟态空间，进而为人工智能算法助力精准育人提供一个“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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