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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数

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新情况、新特征，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技术变革与教育形态的变迁、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和影响、算法技术的资本驱动和风险等为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造成困境。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须从“安全规范”、“育人为本”、“多元协同”三个关键词出发，

实现教育数智转型、强化网络思政引领、开展算法素质教育等方面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纾困，转危为机，

维护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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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wisdom provides more and more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isdom,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ve important value. However, the opportunity has also brought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hanges in educational forms, the invasion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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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trends, and the capital drive and risks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which pose challenges and 
create difficulties for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reatively expand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the proper mea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keywords of “security norms”, “education people-oriented” and 
“pluralistic coordinatio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strengthen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carry out algorithm quality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o relieve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urn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and maintain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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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网络也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意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中，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性也变得越来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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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也需数字化转型，才能更好地落实全方

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探究数智时代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有针对

性、具有实效性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策略和新方法，有利于守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块意识形态的重

要阵地。这对促进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现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数智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法、形式相较而言，不仅具有更广泛的参与范围和更

高的互动性，也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三方面的价值意蕴。 

2.1. 高校素质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数智化时代的来临，加速了思政教育创新的步伐，有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使思政教育更

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数智时代是信息社会、数字时代的概念延续。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教育人工智能成为当下我国教育创新发展的热点课题”[1]。在当今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正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是弥补传统教育方式的不足。传统的教育方式大多是通过课堂授课、试验、实验等方式进行教学，

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

与现代通讯技术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优渥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和发展。 
二是增强学生的工作能力和竞争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传统教学中

只有知识和技能的讲解。它着重于学生在实践中的主动体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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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思考和创新能力，从而助力学生更好的胜任工作和竞争。 

2.2. 社会多元创新进步的现实要求 

“算法化的信息技术打造‘高效精准传播’的网络环境，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成效”[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算法普遍传播先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高广大网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政治觉

悟，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促进社会多元创新进步。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民群体越来越庞大，

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因此，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

推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推动社会多元创新和进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让网民全面了解国内外

的先进文化成果和发展趋势，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好经验，从而激发网民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促进

社会多元化发展和进步。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广大网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他们合理运

用网络、推动社会多元创新和进步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的现

实要求和未来的必要任务。 

2.3. 网络空间治理发展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

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3]。网络空间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

以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首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公民的意识形态水平和思想觉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互联网

信息的多元化和瞬时性，很容易引导公民价值观的扭曲。因此，国家需要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加强

对公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思想引导，帮助公民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观。 
其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一些网络安全隐患，如

网络病毒、诈骗、攻击等。通过网络教育公民养成正确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行为，避免被网络安全隐患所

侵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和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公民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念等方面进行引导和教育，可以规范网络舆论，提高公民的思想觉悟和安全意识，促进网络空间的健康、

有序和稳定发展。 

3.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阻碍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数智时代的全面到来。但对于大数据的认知、

掌握、运用和相关保障均在积极的探索中。 

3.1. 技术变革与教育形态的变迁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全方位的影响。 

3.1.1. 技术的变革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网络资源海量化也意味着信息的碎片化，如果不能及时将信息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和体系化的

知识，就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造成干扰性、零散性、非权威性的后果”[4]。虽然网络技术的变革为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网络变革的局限性也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一定的影响。 
技术水平不一，存在网络安全隐患。由于网络技术水平的不一，在操作网络设备的能力不够，或者

根本没有网络设备，这就会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深度。网络技术变革和更迭的过程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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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如黑客攻击、网络病毒、恶意软件等。这些安全隐患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影响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 
网络环境不稳定，时间和经济成本大。由于技术变革，某些区域网络还没更新，衔接过程会造成网

络环境的不稳定，有时网络教学无法正常进行。为了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如制作教学视频、网课平台建设、网络设备更新等。这些成本的高低也限制了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推广和普及。 

3.1.2. 网络的特性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教育形态由实体变为虚拟。数智时代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多

便利，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困境。 
一是网络的虚拟性。网络的虚拟性呈现出更加隐身性、匿名性和非直接性的特征。一些学生由于缺

乏足够高的站位与足够好的网络修养，很容易沉迷低级趣味，产生信息、娱乐、交往成瘾等问题，甚至

对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产生威胁，导致更加严重的道德滑坡、情感冷漠和信仰危机。网络上的信息来源

广泛、海量，但其中也夹杂大量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对学生的思想和观点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导致

错误决策。 
二是网络的开放性。网络的开放性既为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带来了便利，但也给思想政治教育造成

了不少影响。在现代网络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拥有大量不同的价值观，如何在多元价值观的

同时传递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大量的网络谩骂和暴力会误导年轻人，

导致他们有不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因而，网络的开放性对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困境是严峻的。 

3.2. 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和影响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西方思潮暗流涌动。特别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技术的加持下，给人们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混乱和错误引导。 

3.2.1. 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发展给予西方思潮全方位侵袭的空间和平台。西方的文化、科技、

思想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学生是接受社会思潮最前沿、最敏感和最活跃的群体。对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挑战。“在调查中，对大学生影响较大和认同度高的社会思潮有：个人

主义 19.4%、新自由主义 17.6%、历史虚无主义 13.1%、后现代主义 15.3%等；大学生了解社会思潮的渠

道中，课外渠道 77.7%，课内渠道 22.3%”[5]。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一定的困境和挑战。后现

代主义思潮坚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学术研究和思想意识

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共识的缺失、道德观念的淡化、责任担当意识的减弱、文化

艺术创作出现低俗化等方面”[6]。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个人利益优于集体利

益，反对政府对个人的管制和管制。这与中国传统集体主义大相径庭，导致部分民众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的缺失，对公共事务的漠视。 

3.2.2. 社会思潮的反向影响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也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一

定的困境和挑战。 
一方面，错误思潮话语主题的生活化转变主要涉及三类主题：“一是社会热点类主题，如医患、教

育、法治、环境等。这类主题贴近当下、涉及切身利益、覆盖面广、关注度高，而且情况复杂、矛盾多

元、易引起共鸣。二是突发事件类主题，比如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网络热点等。这类主题一般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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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传播迅速、真相不清，能够迅速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消费娱乐类主题，比如影视作品、运动健身、

旅游美食、时尚潮流和游戏直播等个性化方面”[7]。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领域，错误思潮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针对部分对问题的认识并不深

刻、判断并不准确、立场也不够坚定，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民众。根据这些特点，传播错误思潮。继而，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使得一些反动、极端的言论和思想可以在网络上自由传播，导致一些人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和抵触，进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深入人心。 

3.3. 算法技术的资本驱动和风险 

“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已占整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分发的 70%左右”[8]。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应用，也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些挑战。 

3.3.1. 算法技术介入存在一定难测风险 
算法技术仍然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影响，算法收集和分析个人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算法的普及性

应用给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改变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生态”[9]。它可

能会引起对隐私、公正性、透明度等问题的关注，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算法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推荐可能会导致用户接收到越来越狭隘的信息，甚至形成“信息茧房”，使

得用户只接收到自己喜欢或认同的信息，而忽略了其他有价值的信息。这一趋势可能会弱化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和全面性，使用户难以获得不同观点的比较和选择。算法的操作透明度不足，难以确保推荐

内容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某些算法可能会对不同的用户或群体做出不公平或歧视性的推荐或评价，这可

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造成消极影响，使人们对一些观点或政策产生误解或成见。一些算法可能会将商业

利益或政治偏好融入到推荐策略中，造成信息质量的不均衡和误导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公信

力。 

3.3.2. 资本对算法的支配具有消极影响 
“算法支配信息，资本支配算法。资本按照增值逻辑进行信息推荐，通过算法来迎合社会潮流，无

形之中助长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的社会风气”[10]。在当今数智化时代，算法已经成为了资本力量的

核心工具。资本通过掌控大量的数据和算法，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更高的效率和产出，从而获得更

多的利润。 
算法可能加剧信息过载。由于算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人们经常会选择更多地获取信

息，而不是仔细处理和分析现有的信息。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在处理政治信息时受到千篇一律的信息覆盖，

从而影响他们对现实情况的理解和判断能力。算法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由于算法被包含在资本力

量的掌控下，算法的设计和使用可能会被操纵和利用，以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信息。算法可能削弱思考

能力。算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快地处理大量数据，以提供精准和高效的结论。人们可能会过度依赖算法来

处理信息，而不再想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创造性和独立的思路。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人们在政治思考中

缺乏深度和灵活性。 

4.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路向 

在这个数智时代，如何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面临的新课题，解

决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应对。 

4.1. 秉持“安全规范”：实现教育数智转型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要信息交流平台，而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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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

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1]。因此，在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数智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秉持安全规

范。 
首先，要严格控制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所有发布的信息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和审批，以防止

不良信息的传播。同时，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确保平台安全可靠，保护用户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 
其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采用多样化教育方式。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和方法，发挥网络的优势，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实际生活和人民群众，例如建立网络辅导平台、

在线黄金课堂、在线互动讲座等。 
最后，要积极开发和应用网络安全技术，提高网络安全的防范和应对能力。网络虚拟性和开放性使

得网络上出现的信息比实体世界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但同时也容易产生信息偏差、虚假信息、人身攻击

等不良行为，需要采取措施加强网络管理、规范网络秩序，维护正常的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建立网络

安全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提高全社会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和意识，促进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和

发展，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数智转型提供坚实的保障。 

4.2. 紧扣“育人为本”：强化网络思政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

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12]。因而，要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强化网络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牢牢占据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把握教育主动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数智时代的网络教育全过程，立德

树人始终是首要任务。要紧密结合数智时代特点，深入挖掘网络资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增强学生

党的理论、道德建设、法治观念、民族团结等教育有效性。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紧扣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加强家庭教育。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网络使用和网络安全的引导和教育，与学校密切合作，协调共同

关注网络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给孩子健康的网络环境和家庭关爱，协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真正做到家校共育，共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担当。 
学校应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和管理，强化学校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素养，建立集体

魂、班级魂和学生个人魂出彩的建设。通过新媒体、微博、微信等各种网络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媒

体的优势，展开网络宣传和推广，为广大师生筑起一道坚实的道德屏障，引导和教育人们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4.3. 鼓励“多元协同”：开展算法素质教育 

习近平指出，“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

发展的最大增量”[3]。“为使推荐算法深度赋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算法素养

教育”[13]。因此，要通过多部门合作共建的方式，开展算法素质教育，培养和提高广大网民准确认识算

法、正确应用算法、主动驾驭算法的能力。将资源进行整合、交融，建立起完善网络思想政治的教育平

台，使教育和学习形成有机的网络环境。通过系统的算法素质教育，培养人们对网络中的算法机制的掌

握，增强他们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认识，有助于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习近平多次谈到，“过去、现在、将来青年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中一项战略性工作”[14]。青年学生是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因此，我们需更加关注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的培育和引导。具体而言，

学校要设计具有启发性的算法教育课程，使学生能够理解算法、数据结构和相关技术的应用。强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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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让学生能够理解压缩算法和加密技术的必要性。比如，鼓励学生用所学算法分析新

闻、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内容对其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加强师资培训。教师除了要了解网络信息

的技术和实践之外，还需要了解社会文化背景和教学方法、教学案例等等。教师要利用大数据分析，打

造智慧课堂。深入了解网络内容的规律和倾向，对其中的思想流、注重点和焦点进行全面分析，引导优

秀思想滋养教育，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精准的战略支撑。 

参考文献 
[1] 赵磊磊, 陈祥梅. 数智时代教育大数据风险: 表征样态与化解路向[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72-82.  

[2] 赵玉枝, 胡树祥.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拓展新趋势[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9): 130-136.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 张楠楠, 刘玮宁. 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与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 42(33): 
34-37.  

[5] 佘双好. 社会思潮对高校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11(6): 34-39.  

[6] 王文章.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正负效应及其应对[J]. 人民论坛, 2021(21): 96-99.  

[7] 王哲. 近年来错误思潮表现方式的变化及应对[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5): 178-183.  

[8] 彭训文. 移动互联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算法” [J]. 中国报业, 2021(5): 46-47.  
https://doi.org/10.13854/j.cnki.cni.2021.05.019  

[9] 陈联俊. 算法技术的新挑战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举措[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4): 126-130.  

[10] 陈联俊. 警惕资本逻辑影响网络舆论导向[J]. 红旗文稿, 2018(5): 112-112.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3] 刘章仪. 推荐算法介入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突破[J]. 学术探索, 2022(8): 151-156.  

[14] 习近平. 论党的青年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745
https://doi.org/10.13854/j.cnki.cni.2021.05.019

	数智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Intern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isdo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2.1. 高校素质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2.2. 社会多元创新进步的现实要求
	2.3. 网络空间治理发展的内在需要

	3.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阻碍困境
	3.1. 技术变革与教育形态的变迁
	3.1.1. 技术的变革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3.1.2. 网络的特性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3.2. 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和影响
	3.2.1. 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
	3.2.2. 社会思潮的反向影响

	3.3. 算法技术的资本驱动和风险
	3.3.1. 算法技术介入存在一定难测风险
	3.3.2. 资本对算法的支配具有消极影响


	4.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路向
	4.1. 秉持“安全规范”：实现教育数智转型
	4.2. 紧扣“育人为本”：强化网络思政引领
	4.3. 鼓励“多元协同”：开展算法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