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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为新时代教育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将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微观层面实现教育教

学模式创新、在中观层面实现思政教育理论创新、在宏观层面变革思政教育生态体系。为此,文章构建了人工智能

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框架,其中,技术环境为智能思政教育提供基础工具,人机协同促进智能思政教

育创新,体系机制是智能思政教育的规则规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智能思政教育新生态。未来,要持续推进人工

智能与思政教育学科融合,创新设计智能思政教育内容,打造智能化思政教育空间,推进智能思政教育治理工作,

化解智能思政教育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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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爆发式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式、变革

式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正推进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未来

已来,人工智能融入并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正成为现实,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智能

思政教育)不仅能有效提升教育的精准性与科学

性,丰富教育资源库与教育模式方法,还将形成一

种新型的智能化思政教育生态。以下将对人工智

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与路径进

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开展智能化思政教

育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潜能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将人的智慧、技术智能

与教育内容有效融为一体,教育发展成为具有智

能性、交互性、开放性与共享性的新形态。人工智

能不仅为教育提供了技术工具,还是对教育理念

的一种深刻变革。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将从本

质上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教学工具、教育环境

和评价方式,甚至会转变思政教育资源的生成与

发展方式。此外,智能思政教育能有效满足新时

代智慧教育的相关需求,助力大学生在认知能力

与德行修养方面的提高。总之,人工智能赋能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可从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面分析。
(一)微观层面:教育资源数智化转型助力思

政教育模式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正加速向数字化和智

能化转型。数智化教育工具、资源和环境的动态

更新、淘汰与进化机制,能够满足多样化思想政治

教学场景[1],特别是在促进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

向智能思政教育模式转变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撑,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数智化思政教育

工具为高校智能思政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工具基

础[2]。目前,高校思政教育的各类教学资源都在

向数智化转型,利用智能教学工具开展教学活动

正成为现实,如利用智能化在线学习平台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的高校思政教学活动。其二,虚实融

合的教育空间为高校智能思政教育活动开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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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条件。当前,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
VR/AR/XR、信息可视化等技术的融合应用,高
校教育教学空间环境正走向线上线下空间融合、
虚拟与现实环境融合、校内校外教育场所融合,进
而支撑高校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开展。其

三,教学资源呈现泛在、进化、联通、自适应、多维

交互等智能化特征,有效促进了高校思政教育教

学的精准化开展和规模化因材施教。人工智能赋

能高校思政教育,绝非技术与思政课程的简单相

加,而是要坚守思政教育的本质与立场,创新思政

教育的开展模式与方式,走向一种符合时代需求

的智能思政教育新形态[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在现有资源配置

的基础上变革教育模式,真正做到以学生的发展

为中心。
(二)中观层面:智能技术与思维并重促进思

政教育理论创新

以往,教育理论提出、发展、应用与不断创新,
通常是根据教育现象和教育经验总结,以及结合

既有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得出。即便是通过教育实

验提炼而出,也存在实验样本和数据的局限等问

题。人工智能技术可简单理解为对个体能力与思

维的模拟,为此,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

人的思维能力,能有效促进思政教育理论的不断

创新。一方面,在智能思政教育活动过程中,实时

地通过对学生思想活动的外显行为数据进行获

取、筛分、遴选、优化,并通过相应的算法模型挖掘

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实现学生个体或群体的

个性化反馈,能够对现有的思政教学模式、教育理

论进行验证、优化和拓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智

能算法和大数据资源计算的全面性、准确性与科

学性优势,有助于挖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的

变化与发展趋势;监测并跟踪线上和线下呈现的

各种价值观的交锋与对抗、接纳与互补、碰撞与融

合等过程,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进行结构

优化与功能升级[4],甚至是开展基于大数据的高

校思政教育理论创新。
(三)宏观层面: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变

革思政教育生态体系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是技术与教育的

双向融合,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发生融合

性、结构化、系统化改变,涉及教育方式、组织模

式、资源供给、评价方式、保障机制等各个方面。
一方面,智能思政教育体系将打通高校思政教育

各部门教育职能,而其实现的基础是建立在思想

政治教育数据生态体系之上,即动态流动的教育

数据能驱动高校思政教育场景实现多元化、精准

化、数据化、智能化转变,进而推进教学、科研、管
理、评价和实践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联通与协

同,将有效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5]。另一

方面,人工智能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智能

化数据、算法、算力的驱动下,师生等教育用户、学
习资源、学习工具等生态系统要素都将实现动态、
持续、稳定的发展进化,形成健康的高校思政育

人、全程育人和动态育人的生态体系,促进学生身

心自由、全面、均衡与和谐发展,将学生塑造为人

格健全、身心和谐、德才兼备的完整的人。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技术环境为智能思政教育提供基础工具

具有数字化和智能化特征的技术环境,为高

校智能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三类基础服务。一是

人工智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转变,包
括虚拟环境、网络平台和智能终端等。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课堂被赋予了更多的形式,教学活动可

借助网络平台开展,交互活动也变得多种多样。
二是各类智能技术,如数据可视化技术、深度学

习、智能爬虫技术、区块链等,都将为人工智能赋

能高校思政教育提供技术工具。比如,区块链技

术能促进区域教育公共事务以规范化、过程化和

数据化方式处理,在出现问题和纠纷时能进行溯

源追责[6]。在智能思政教育环境中,各种形式的

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都将得到有效积淀,并在

不断补充优化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科学化和

精准化。三是由大数据技术搜集形成的基础数据

是高校思政教育有效开展的前提。人工智能应用

得好不好,数据是重中之重。通过深度学习等智

能算法可将反映大学生行为习惯与思想动态的各

类多模态数据进行自动化格式转化并按照语义汇

聚,形成高校思政教育的各类资源库、数据库。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可基于以上数据库开展数据驱

动的精准教学、精准决策、精准管理,促进高校思

58

德育天地



想政治教育的精准、科学、高效开展。
(二)人机协同促进智能思政教育活动创新

教育部先后两批次发布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通知,强调深入推进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与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机融合,着力探

索依托智能教育平台系统的人人协同、人机协同

的“双师课堂”。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打造明确了新方向、带来了

新契机。一方面,人机协同可以充分发挥机器智

能和人类智能的优势。教师可以结合智能系统实

时采集的学生在思政教育活动中产生的数据信息

以及形成的干预建议,精准掌握学生在思政教育

知识层面的共有困惑,以及学生个体可能存在的

个性化问题,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差异化推送教学

资源,以及开展个性化评价等活动。另一方面,人
机协同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跨时

空、跨地域、跨场景开展。例如,高校思政教育实

践活动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将以往抽象的

思政知识与内容,在教育元宇宙中呈现出来,并让

学生体验到身临其境的学习效果。此外,智能感

知、大数据、物联网和5G技术的融合应用,以人

机交互方式识别适合学生的实践学习场景和经

历,并面向真实场景中的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推荐

学习资源和服务。此外,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还

可基于学生画像,为学生创新创业和职业规划提

供个性化支持与指导。
(三)体系机制为智能思政教育提供规则规制

虽然当前人工智能尚未全面应用于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但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

形成一定隐性权力[7],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力有序实施提供一定支持。其一,在智能思政教

育活动中,依托数据智能的强大信息匹配与信息

计算能力,开展海量数据驱动的高校思政教育新

理念、新知识的自适应推送,能有效促进思政教育

文化传播。其二,基于机器学习的人机交互规则,
有可能促进思政教育话语体系的动态更新,提升

思政教育话语主流价值的主导能力。但是,需要

警惕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避免“人
工智能地位上升,人类智能地位下降”问题[8]。所

以,智能思政教育还需要科学的规则规制,避免或

有效化解以上问题,保障智能思政教育活动的有

效开展。其三,相关的规则规制设计保障机制起

到智能思政教育活动的评价、激励、责任、监管作

用;而隐私保护等制度体系则能保护智能思政教

育活动中的数据和隐私安全,以及提供伦理道德

约束,支持构建安全可靠、健康有序的智能思政教

育新生态。总之,高校智能思政教育需要制度约

束,机制体制要先行,为构建智能思政教育生态体

系提供基础保障。
(四)形成持续进化的新型智能思政教育生态

人工智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无限可

能,将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全面化、公平

化、个性化。一方面,信息透明与信息共享有效弥

补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并根据不同

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予以分配共享。另一方面,人
工智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从“灌输式”向“沉浸式”
不断转型发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信息输送为

主体,主要依托课堂授课、主题实践教学等传统方

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

技术让思想政治教育边界更为宽泛、学科融合更

为广泛、教育形式更为多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

沉浸式传播用到极致,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

各类学习环境与教育平台中。另外,在人工智能

的支撑与驱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通过流动

的智能数据,打通相关数字教育平台和智能终端,
围绕主体、客体、共同体、教育环境等要素,逐步构

建持续进化的新型智能思政教育生态系统。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设计

(一)推进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学科融合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作用

发挥绝不是孤立的,需要不同学科间的思维碰撞。
其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先进技术需要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引领下付诸实践,应用成效建立在全

面而深入地理解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

与现象形式的基础之上。其二,实现人工智能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驱动更需要多学科的充

实壮大,特别是与学生成长发展休戚相关的学科,
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三,从不同信

息学、传播学、智能科学等学科视角理解思政教育

问题,并通过跨学科交叉创新研究,高校思政教育

学科创新,开展符合时代需求、具有时代特征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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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思政教育工作[9][10]。值得提及的是,只有注重

思政教育学科主体地位,保持思政教育学科的独

立性,才能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的智能化和跨学科

发展。
(二)重点聚焦智能思政教育内容创新设计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

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开展指明了方向。为

此,智能思政教育内容的创新设计可从以下四方

面推进。其一,智能思政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基

于“现实的人”的内容界定与考量,进而依托数据

价值的技术领域来创新优化教育内容体系。其

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及时捕

捉热点、发现并分析问题,结合问题与实际需求对

思政教育内容进行实时优化。其三,充分发挥人

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性,为高校思想政治话语体系

构建提供海量素材库与信息库,使围绕教育本质

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富有故事性,更易被接受。
其四,全新编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能通过

搜索引擎检索与专业数据库查询,也要能通过数

据关系探索其内在联系,以便形成理论知识的可

视化与系统化,使依托数据的教育内容更具客观

性与精准性。
(三)打造元宇宙时代智能思政教育新空间

人工智能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空间更

加多元,不同信息平台让传播推送的信息更加及

时丰富,活跃着学生的思维,激发着学生的认知,
提升学生参与各类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要构建新型数据中心以促进教育数据应

用”。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打造元宇宙时代

虚实融合的智能化空间。一方面,教育部门要为

打造高校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提供政策与技

术支持,并在过程中开展监督、评估等工作。另一

方面,学校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融

合,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培训,提高其数据

分析、应用与治理等能力。打造高校智能化思想

政治教育空间有利于实现沉浸式教育,汇聚思想

政治教育合力,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提供更

多平台,也为专业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提供更多素

材,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总之,虚实融合

的智能思政教育空间既要重视数据信息应用,也
要关注数据化的思想和思想化的数据,以推动智

能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四)推动智能思政教育治理工作协同联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

且融合互动的生态体系。这意味着,智能思政教

育不只是教学过程智能化,还需要与思政教育相

关的校园管理、资源建设、平台优化等不同方面的

协同联动。其一,在高校管理层面,要积极探索学

校间、校地间、校企间的协同合作,通过数据共享

的方式,不断优化基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

资源建设,形成精准的学生数字画像,提升思政教

育教学与管理效能。其二,在应用研发层面,要创

新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数据库,并实现各类数

据库间的联通与协同。进一步而言,大数据所体

现的学生思想与行为资源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基

础,建好、用好具有联通、协同和进化特征的大数

据资源,是实现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改革的前提。其三,在平台搭建层面,要搭建高

校智能思政教育舆论研判平台,利用计算机系统

进行信息的智能收集分析,从初期的信息感知、存
储,到后期的舆情监测、数据分析,再到最终的研

判文本生成,实现人机协同联动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判、预测与决策。
(五)化解智能思政教育潜在的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科学化、数字化、智能化,但前提是以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为根本,在符合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合理利

用智能化技术工具,时刻保持“战略定力”,促进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守正创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伦理难题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隐私安全问题,二是数字鸿沟问题,三是

群体区隔问题,四是“信息茧房”问题[11][12]。要

避免人工智能与教育相融合过程中对学生学习能

力与学习习惯、心理健康与认知发展的负面影响。
化解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问题。一是由人

在必要环节做出决策,决不能单纯依赖技术算法。
二是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和鼓励“弱人工智能”来逐

步实现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入。三是要

正视人工智能在推进社会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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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但也要在规定中实现对人工智能发

展的约束主张,重视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这就要

求政府及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规范人工智能的运

用,全过程管控智能思政教育的伦理问题。未来

还要通过加大研究来着力解决人工智能与教育互

动关系问题,将智能思政教育活动潜在的伦理问

题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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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nerLogicandPathDesig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Empowering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

LiYadong,YanGuohua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injectednewmomentumintoth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edu-
cationinthenewera,and willalsoempower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toa-
chieveinnovationineducationalteachingmodelsatthemicrolevel,theoreticalinnovationinideolog-
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tthemesolevel,andreformtheecologicalsystemofideologicalandpoliti-
caleducationatthemacrolevel.Therefore,basedonthetheoryofeducationalecologyandactivity,the
articleconstructsaninternallogicalframeworkforempower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
versitieswithartificialintelligence.Amongthem,thetechnologicalenvironmentprovidesbasictoolsfor
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human-machinecollaborationpromotesinnovativede-
velopmentof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thesystem mechanism providesthe
rulesandregulationsof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herebyforminganewecosystem
of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ithavirtuouscycle.Inthefuture,wewillcontinueto
boosttheintegr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disciplines,inno-
vatethedesignof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content,createanintelligentideolog-
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pace,promotethegovernanceof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
cation,andresolveethicalissuesrelatedtointellig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intelligentideolog-
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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