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5), 300-30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5396   

文章引用: 周苗, 曹银忠.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路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5): 300-307.  
DOI: 10.12677/ass.2024.135396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

路向 

周  苗，曹银忠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4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2日 

 
 

 
摘  要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一经问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前沿科技焦点，这是人类科技领域的一

次重大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为构建个性化、多元化、智能化的思政教育健康生

态带来了助力，拓宽了思政教育信息交流场域、推动了思政教育内容提质增效、满足了思政教育对象内

在需要、搭建了思政教育教学智慧平台。与此同时，机遇之下并存着多重挑战，从技术、人才、情感、

监管四个维度，分析自身技术尚不成熟、复合型教育者匮乏、人文精神大大削弱、诸多相关风险剧增的

四重困境。然后从技术研究、教师培训、情感联结、法规制度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提升路径，找到符

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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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ce the large model represented by ChatGPT came out,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became the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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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of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hum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rought help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rsonalized, diversified and intelligent healthy ec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roadene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mot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
tent, met the internal nee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s, and built a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multiple chal-
lenges coexist under the opportunitie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talent, emotion 
and regul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dilemmas of its own immature technology, lack of 
composite educators, greatly weakened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sharp increase of many related 
risks.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research, teacher training,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a targeted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is given to find a develop-
ment path that meets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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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思想政治等

教育领域的发展变革，并为其注入全新的活力。相较于先前的决策式人工智能，它拥有强大的算法算力，

庞大的数据库，可以根据用户的对话信息联系上下文分析，还可以辅助用户进行逻辑推理及判断[1]。可

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

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

急需人才”[2]。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辅助教学，满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性化

需求，从而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质量。 
当前部分学者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时，大多呈现出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常用“赋能”

“价值”“机遇”“融入”等词进行表述；同时也有学者将目光放在此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思政教育带

来的潜在问题上，常用“挑战”“风险”“伦理安全”等词表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变革思想政治教

育范式，思政教育者该如何迎接这场巨大的技术革命，抵挡科技发展的冲击，找到一条人机和谐相处、

与时俱进的全新路径。本篇旨在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持续推进思政教育健康发展。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将该技术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拓宽教育信息交流场域、推动教育

内容提质增效、满足教育对象内在需要、搭建教育教学智慧平台。 

2.1.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交流场域 

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交流场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要素，是思政教育者教书育人的客观基础。传统思政

教育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般只能在物理空间内进行信息交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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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供了较强的技术支撑，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打破了时空界限，推进普遍交往向纵深发展。虚拟

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的物理空间相互交叠，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的兴起，教育时空已由单一、固定、封闭转向多元、流动、开放[3]。生成式人工智能较之前的技术有其

不能媲美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挖掘思政教育所需的网络大数据，还可以通过相关技术生成思政教育

所需的新数据，信息交流场域随之不断扩大。一方面，在时间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传统教学的

时间限制，学习时间更为灵活，变为可以时时学的信息交流场域。另一方面，在空间上，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联结，依托海量数据生成与教育者适配的沉浸式教育环境，营造良好

的积极健康的教学氛围，变为可以处处学的信息交流场域。 

2.2.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质增效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政教育的核心因素，是思政教育获得更多成效的关键。信息时代各种数据冗

杂堆叠，教育内容极度碎片化[4]。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对诸多教育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智能化分类，及时

更新教育内容。思政教育者能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新内容，结合其他学科和理论，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该技术使教育内容变得多样化、精准化，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思政教育内容提质增效。其一，提升教学内

容思想性。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入手，不断更进实时数据和信息，学理性和政治性并行，加强理论与实

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有效传播和学习。其二，提升教学内容

创新性。思政教育不可拘泥于书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帮助思政教育者对既有知识内容不断更新深化并

扩展。教学内容得以实现内容深度、思想高度、实践厚度的有机统一。其三，提升教学内容契合性。教

育者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在内容上追求精准施教、适度适量，筛选出与教

育者最为适配、贴近生活的最佳思政教育内容。 

2.3. 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在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可脱离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这是思政教育的前提。万物互联的时代充

斥着各式各样的未被整合的思政教育资源，教育对象面对众多资源时容易陷入选择的难题，从而忽略了

自身真正的学习需求。传统思政教育虽也强调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缺乏针对

性、吸引力等问题。思政教育者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课程，筛选优质教学资

源，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及其内在需要，实施精准施教，从而保障思政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获得

切实成效。对于单个受教育者而言，该技术可以掌握单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特征，教育者能够以此为

依据，针对其量体裁衣。对于全体受教育者而言，该技术能够收集全体受教育者的各种思想和行为，进

行量化分析，形成全方位的概述，明晰其联结关系。综合两方面，思政教育者可以更为轻松地把握教育

对象的内在需要，纾解了思政教学设计与受教育者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对教育对象进行肖像侧写，

增强思政教学的生动性，最终达到满足教育对象内在需要的目的。 

2.4. 搭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智慧平台 

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符合当前社会环境并结合新兴技术的智能化平台，这是思政教育发展坚实的

后备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能够根据技术特性更新智能评价机制，有助于给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搭建优质的智慧平台。于教育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创新性、偶然性

的特点，能够弥补师生交互过程中出现的智能性不足、内容刻板等问题。教育者利用其搭建的思政教学

智慧平台，掌握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在面向不同教育对象教学时有了多重选择。于受教育者而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创建交互式的学习平台，生成讨论、测试测验，从而加深受教育者对政治相关话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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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教育两者的有机融合，搭建起虚实相结合、沉浸式交互式的优质智慧

教学平台，为学生打造的沉浸式教学场景，充分调动了学生在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从而提升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增长了视野和见地。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困境 

科学技术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若使用不当，则会带来系列负面消极的社会效应[5]。该技术运

用于思政教育，面临着技术、人才、情感和伦理等多维度的挑战。 

3.1. 技术维度：自身技术尚不成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主导权在西方欧美国家手中，他们占领着技术高地，极易掌握话语体系

和话语权，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3.1.1. 多元化思潮渗透 
第一，西方错误意识形态逐步渗透。西方敌对势力开展意识形态渗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

美欧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理论歪曲、历史虚无、错误引导、片面鼓吹和技术影响，以期实行颜色革

命[6]。该技术的算法基础是价值无涉的，不过相关的参数、赋值上就有了价值介入的可能。第二，国内

守旧社会思潮卷土从来。历史长河中不仅存在着正面积极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存在着相对负面消极的历

史垃圾，例如官本位、封建迷信主义等。模型训练时可能将负面消极的数据作为语料库，守旧社会思潮

便会借着“东风”死灰复燃，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最终蚕食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的共产主义信念。

以 ChatGPT 为例，当我们向其提问“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吗”“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它的回复关键词包括“无法给出确定答案”“相对较低”等，这样的回答看似具有客观性，但实质却与

马克思主义相违背。 

3.1.2. 教育不公平加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相融合，教育必然会受其影响，西方与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

一方面，信息失真内存虚假知识。该技术提供知识和信息时，其中存在着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的

错误或虚假内容，可能会步步蚕食使用者的个人思维。另一方面，技术差距扩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体

现出各种因素造成的巨大现实差距。西方占领技术高地，他们掌握着社会中包括学术、意识形态等诸多

话语权。若我国受到不良影响，ChatGPT 等成为主流权威的信息来源，就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价

值引导，最终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3.2. 人才维度：复合型教育者匮乏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教育者至关重要。现如今能紧跟时代的复合型教育者极

度匮乏，成为思政教育发展的困境之一。 

3.2.1. 教育者主体素养不足 
部分思政教育者并未做到与科学技术共同进步，无法发挥自身独特的创造性。第一，思政教育者缺

乏正确的智能技术信念。学校对于教师的智能素养的培训不重视，培训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者对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融入思政教育缺乏合理认知。他们对该技术应用于教学的能力较弱，技术素养不足，影响其

教学能力的发挥，还可能加重其焦虑，产生自我怀疑，对自己缺乏认同感。第二，思政教育者缺乏足够

的理工科知识。他们普遍是纯文科类背景，较少能熟练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在面对海量的数据资源时，

不会利用新兴技术进行合适处理，可能会对教育对象产生一些有失偏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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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教育者主体地位消解 
若教育者在受教育者心中的知识权威性下降，就会降低甚至消解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韦伯认为权威

是对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信仰，没有权威者的引导，组织将是一盘散沙，发展也将停滞不前[7]。思想教育

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容易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味接受和全盘否定，这两种态度都可能导致

其丧失教育主动权。第一，自身思维惰化。教育者对该技术一味接受容易陷入技术依赖困境之中，教学

能力无法得到锻炼和提升。第二，专业能力下降。教育者对该技术全盘否定，追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未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脱离于时代之外。 

3.3. 情感维度：人文精神大大削弱 

思政教育活动中人机交互愈加密切，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自主性，也能生成一

些涉及情感、道德的内容，但是发展到目前为止的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真正的情感和道德观念。 

3.3.1.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情感交流减弱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直接联系[8]，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

间的交流可能随着人机交互的增多而有所减少，淡化人际往来，造成情感缺失。一方面，教育者受推崇

的工具理性影响。教育者在教学中一味追求效率，师生之间情感疏离，教师主体愈发同质化。另一方面，

受教育者受圈层化信息茧房影响。大数据的个性化滥用导致信息茧房产生，开发公司逐利的本性又势必

会继续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受众之间的黏性，信息茧房程度加深。从而形成各自的圈层，不愿意与圈

层之外的人进行交流沟通，难以接收到多维观点和异质化信息。 

3.3.2.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产生技术依赖 
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该技术产生依赖，人让位于机器，机器主宰教育，必将严重影响思政教育的

教育质量。第一，教育者形成技术依赖。技术依赖会降低教育者教学的主动性。智能技术看似无所不能，

但实际上将多维复杂的现实的人降维处理为数据化的虚拟的人。教育者一旦使用过度，就可能迷失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的幻影之中，屏蔽了教育者的主体性职责认知。第二，受教育者形成技术依赖。

技术依赖会使受教育者过分依赖数据库中的资源，自我驱动力大大削弱，可能会影响其自学习能力。受

教育者将自我学习规划和选择等交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消解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能力。 

3.4. 监管维度：诸多相关风险剧增 

在大模型面向数据学习和分析的过程中很难确保相关数据不会被泄露或是二次利用，因此对数据的

合理使用及保护提出了挑战。 

3.4.1. 隐私侵犯影响教育伦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训练大模型时需要存储和处理大量的数据，易受数据运算干扰，将其运用到思政

教育，必定会收集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大量信息，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答题记录、班级信息和学生成

绩等。若是相关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数据未经授权被他人访问、滥用甚至篡改，这对

技术公司和教育者都会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人们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产生不信

任，从而制约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3.4.2. 学术不端导致信任缺失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给出答案之时不会阐明来源，缺乏生成内容的可证明性和可追溯性，学者无

法确定该知识的真实来源，学术不端的行为甄别会愈加困难。学者对多篇论文将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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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具定为共同作者的情况，探讨此类工具在学术界是否存在合法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若自行编撰

一个故事，经过传播，可能会成为错误信息的传播源头。在思政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若是没有足够政策

约束，有的学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放弃自身的思考，一味追求效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最终导致

数据造假、剽窃和抄袭等不良结果。在国内高校中，有部分学生将思政教育课程视为“水课”，他们就

会用到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其完成相关的学习任务。 

4. 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创新路向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技术突破而发生革新，思政教育何以发展，探寻生成式人工

智能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很有必要。 

4.1. 以技术研究为切入点，实现智能技术突围 

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海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着政治文化等偏见，一旦此类偏见纳入思政教育的

范畴，必将影响思政教育健康发展。 

4.1.1. 加强科学技术创新，抢占人工智能赛道硕果 
西方欧美国家掌握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借助先进科学技术巩固自身的话语权地位。若要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必然要加强科技创新的整体进程，利用自身的智能技术

滋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编写算法时，要尽可能结合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需求，提升优质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流意识形态在算法中的优先级。另一方面，在收集数据时，要尽可能发现一些极

具代表性的数据，并对此分析，减少数据分析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误差。 

4.1.2. 强化专业人才培育，引领组建优秀科技团队 
高科技人才是实现智能技术突围的重点，要加强高科技人才的价值观的正确指引。注重数据治理人

才和专业化信息人才的规模化培养，提升其专业的知识素养，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同时加强对高科技人

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思政教育者还可以进入科技公司向科技人

才进行思政教育主题宣讲，为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添砖加瓦，建设一支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理想

信念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4.2. 以教师培训为关键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思政教师，教师要想实现高质量教学，必须得培养自身的智能信息素养，强

化自身在教育中的主导位置，加强自身在教育对象心中的权威性。 

4.2.1. 培育教师的智能教育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者需具备足够扎实的人工智能素养，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

教育的融合发展，加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和趣味性。目前能熟练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思政教学的

人才极度匮乏。教师在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水平，遵循思政教育原则，牢牢把握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和思政教育规律的同时，树立人机协同发展理念，这样才会有更多适应当前时代的具有智能素养的优

秀教师人才。 

4.2.2. 强化教师的教育主导作用 
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必须居于主导地位[9]，要明确技术始终是为教学服务的，并将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

立党兴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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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10]”。新时代思政教育者需坚持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原则，引导学生能准确

辨别优劣的学习内容，培养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具有坚定政治信念，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4.3. 以情感联结为着力点，凸显以人为本意识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必须明确其应用限度，明确该技术在思政

教育中的定位，同时不可忽视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和人际交往能力，加强人文关怀。 

4.3.1.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定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思政教育两者深度融合发展最终目的是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教育目标。

人工智能一旦嵌入思政教育，则将成为其衍生部分[11]。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心态需从“技术赋魅”转变

为“技术祛魅”，明确该技术在思政教育中只是辅助工具。在思政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人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遵循实践学习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树立整体性思维，统筹兼顾，在坚持保

证思政教育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目前高校的新

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涉及到了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审视，研究生思政课程《自然辩证法概

论》也包括了科技伦理相关的内容，但是针对全体学生的相关课程教育还是较少的[12]。 

4.3.2. 加强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人际往来 
教育者加强对受教育者的情感关怀，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立德树人的本质。其

一，思政教育者需要主动了解当前科技融入思政后教育对象的真实状况。若发现不符合教育者预想的要

求时，要做到及时排除、因势利导。其二，思政教育者需要定期与教育对象沟通，与其保持一定程度的

联系，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难题。其三，思政教育者需要发挥表率作用，立

身作则，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不过分依赖，坚决不做学术不端的事情，为教育对象树立一个良

好的榜样。 

4.4. 以法规制度为保障点，确保隐私安全可控 

目前我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与教育之间的监管尚未形成系统化规范。该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其

涉及的用户隐私权无法得到确切保护，极有可能侵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隐私权益。 

4.4.1. 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尊重师生的隐私权，建立

一个足够的信任机制，构建安全可信、规范文明的数字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

颁布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政教育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保障。从技术、行业、主体等多维度落

实监管措施，并强化主体责任的落实。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制定相应较为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行

业规范，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失真和失控的情况，防止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的情况产生。 

4.4.2. 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政策保障体系 
相关部门利用多样化手段，健全完备的政策保障系统。一方面，提升道德素质，加强伦理素养。相

关教育部门要遵循已有的法律法规，组织师生与其他相关人员开展学习，提高教育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

坚守技术伦理，遵循伦理原则，最终构建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另一方面，遵循法律制度，推动融

合立法。避免法律缺位，确保在原有法律基础之上，推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等教育领域相关

的具体法律法规的施行。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区的部分高校制定了禁止在校使用 ChatGPT 的规定，

我国亦可借鉴其做法，制定系列规范化的硬性条款，以期约束类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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