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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摘  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技术，一个新

学科，还是一种新思维。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技术上的变革、方法

上的变革、思维上的变革以及大学生学习生活方式上的变革。在大数据时代，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了大数据共享；让思想在阳光下竞争，

实现了大数据开放；强化了对大数据的规范和引导，保障了信息安全。但我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存在平台开放性、共享性与交互性使用不足问题，大

数据分析过程中存在技术瓶颈和技术风险，数据采集过程中同样存在大数据真

实性问题和大数据安全、隐私与伦理道德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可经由“智

慧教育”管理系统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平台，在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大数据驱动下的监测、决策与预测作用的同时，推动高校智力资源库建设及

实现管理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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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is not only a resource, a technology and a new subject, but also a 

new thinking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ig 

data provides technological changes, methodological changes, thinking changes and 

lifestyle chang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t broke the islet of information and made the sharing of big 

data possible, while the opening up of big data has also been realiz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ed the standard and 

guidance to big data and guaranteed information security.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like the big data's lack of platform openness, sharing and interaction,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 and risks during big data analysis process, the authenticity, safety, privacy 

and the ethics of big data during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ig 

data plat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wisdom education", help developing 

the function of monitoring, decision-making and calculating driven by big data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Resources Ban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a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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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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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到，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同时强调，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面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应当抓住机遇，认真思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与发展。

1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趋势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3］；2012 年，联合国发布大数据白

皮书，宣布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4］数据历来被视为科学的度量，知识的来源。

没有数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寸步难行。“大数据开启了一次时

代的重大转型”［5］，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 2013 年提出，“大数据是下

一个创新、竞争、生产力提高的前沿”［6］，而大数据也确实成为近四年研究

者高度聚焦的热点。当前，教育形式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改变了原有的教育

方式和教育内容，利用大数据技术于教育行业时，通过数据的可监控性，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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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情况和教育平台变化情况，真正了解受教育者的需求，

预测并把握学习者的学习情况，针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利用网络实现教育资

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组合，提高整体教育质量。

1.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科学内涵

自从麦肯锡公司首次提出大数据概念，大数据研究就快速成为国际学界的

热点。大数据已经被视为云计算、物联网之后 IT 行业又一大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如何盘活数据资产，使其为社会发展、企业决策乃至个人生活服务，是大数据

的核心议题。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具

有巨大价值的产品、服务或深刻见解。［7］大数据的特点可以归纳为“4V”，

即大容量（Volume）、多样性 (Variety)、速度快（Velocity）、价值性（Value）。［8］

［9］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大数据”即通过软件对体量巨大、类别繁多的数据

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处理和分析，挖掘和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优化管理和服

务等。［10］当前社会对于大数据价值的挖掘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教育、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决策计划中，诸如 C2B 预售消费、美国总统大选中都有大数

据处理决策的身影。通过数据的统计、处理、计算，对事物发展进行预见性决策，

最大限度的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说大数据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次“变革”，

是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变革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

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教育大数据是指“在整个教育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根据

教育需要采集到的、用于教育发展并可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11］

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在整体上将会重塑教育系统，影响整个系统的决策和规

划［12］，而数据主要产生于教育活动和教育管理过程中。大数据用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形成高校实现政治教育大数据集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即

思想政治教育各个教育环节中所产生的数据集合，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场

技术、方法、思维、学习和生活方式上的一场根本性革命。

1.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其价值定位

大数据用于教育发展，形成教育大数据，可以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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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塑教育系统，优化教育体系和实现教育流程再造。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

一种技术，一个新学科，还是一种新思维，一场思维上的革命。

1.2.1    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场技术上的革命

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场技术上的革命。数据，作为一种新兴

数据处理技术，能够更为有效地集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领域方方面面的信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数据基础和决策支撑，带

来一场技术上的革命。大数据在高校实现政治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利于形成用

数据分析、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教育思维和教育文化，对于实现“数据

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价值。

1.2.2    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场方法上的革命

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场方法上的革命。大数据在创新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大数据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能够强有力地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络完

善，促进跨部门、跨区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信息协同共享；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大数据与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另外，大数据

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全新的教育管理方式，在教育方面，大型开放式网

络课程让人们可以通过在线交流，只要有网络就有课堂，“一等于无限”。在

管理方面，互联网穿透了社会坚厚的层级壁垒［13］，使人们可以空前的彼此接近，

地域、身份、财富不再是传播的权力或枷锁，组织构架不再臃肿，实现了信息

数字化，数字化管理［14］，提高了管理效率。

1.2.3    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场思维上的革命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技术，一个新学科，还是一种新思维，一场

思维上的革命。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这势必促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观念的创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增值。同时，大数据也

将改变人们既有的思维模式，比如从因果性归因向关联性的转变，从而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价值表达和思想传播方式。另外，大数据能提高校园规

则制定者的决策能力，大数据可以提高规则制定者的信息收集、整合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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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则制定者提供充足有效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从而实现具有针对性的精准

规则、保证规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5］，多元化的数据来源也使得人们自我

约束和自我维护的规则权威意识逐渐树立。

1.2.4    大数据将为大学生带来一场学习与生活方式上的革命

大数据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当前高校大学生生活在大数据中，从学习、

购物、出行等五花八门的 APP 就可以看得到大数据给大学生带来的更为便捷、

便利、交互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大学生对于移动客户端 APP 体验生活产生的依

赖也使得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更容易被获取和处理分析。［16］大数据平

台将为大学生带来一场思想政治生活的革命，经由实现政治教育的移动客户端

APP 体验和数据利用，学生也能分享数据，分析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应用，

让冰冷的数字有了人性美，更贴心地服务学生、关爱学生，学生也可以利用毕

业生就业情况信息和用人单位信息大数据，获得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对自身

专业的就业前景及就业方向有全面认识。

2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与存在的
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四大作用分别是规划、监控、管理、服务。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需要树立包容自治、育人为上、共同参与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

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

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17］因此，我们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转变角色，从管理的执行者转为参与者，

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逐步培养责任感和义务感，培育宽容的胸怀和妥协的精神。

2.1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现状

在大数据时代，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门有效运用大数据解决问题，

作出决策，有针对性地把数据模式纳入日常教育、管理服务中，整合利用各个

部门的大数据，实现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在不侵犯学生隐私的前提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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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2.1.1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了大数据共享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中，基本实现了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了

大数据共享。信息平台互相不连通就会导致“信息孤岛”。在大数据时代，数

据的收集建立呈现出与传统信息数据建立原则不同的更加开放聚合的特点，不

同渠道、不同维度的信息可以通过有效的组合形成丰富完整的信息档案，所有

信息源共同参与，共同维护。但当前我国大数据公开与共享的程度较低，基本

由政府和大数据专业公司掌握着数据的存储、采集、分析工作［19］；另外，

相关知识欠缺，数据量不足，导致人们认识不全面，数据间融合度较低现象［20］

的出现，都使得大数据使用效率降低。而且，运用大数据存在一定的学科知识

壁垒，使其在协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的应用面较狭窄。近几年，在我国高校，

尤其综合性高校具有完整的学科建设平台，深度开展不同学院、学科之间的互

帮互助，大数据相关学科“搭台”，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科“唱戏”，共建了

高校大数据平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数据时代的核心不是分析数据，

而是分享数据。［21］

2.1.2    让思想在阳光下竞争，实现了大数据开放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中，基本实现了大数据开放，让思想在

阳光下竞争。首先，大部分高校实现了大数据的公开透明。大数据时代，“公

开是常态、不公开为例外”。［22］通过整合局部、碎片化的数据，并进行分

析和建模，让高校决策机制和流程能够浮于水面之上。打好大数据这张牌，补

齐监督“短板”，真正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敲响“警世钟”，也为政策落地

筑牢“防火墙”。其次，“有一些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不涉及国家秘密的，

都应该向公众开放，以方便大家使用。”［23］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特别

是一些与舆论、思想、信用相关的数据，进行信息共享、开放，能促进教育工

作的改进和提升。三是切实增强自治功能。动员组织学生网络社群成员广泛有

序参与，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的同时融入学生群体，拓宽学生网络社群

媒体、互联网络、移动设备等参与渠道，让思想暴露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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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强化了对大数据的规范和引导，保障了信息安全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中，强化了对大数据的规范和引导，保障

了信息安全。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然而随着数据

的不断增加，大数据的安全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加上大数据是未来互联网络新的

竞争点，必然也成为众矢之的，引发更多的安全为题。大数据时代，我们利用数

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数据的前提不仅要保证数据信息开放、共享，更重要的是

保障信息的安全，这是使数据使用良性运行的保障之一。大数据应用可能会遭到

网路哦攻击、用户隐私受到侵犯、信息泄露等问题，因此，要为大数据产业创造

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要‘引导’、‘规范’，保障信息安全。”［24］

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存在的问题

高校作为思想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知识信息最为密集，网络科技运用最为

充分的社会机体，学校的教育、管理、服务，师生的思想观念、学习模式、科

学研究以及行为习惯等均可转化为教育大数据，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实

践正大步迈进。习总书记说过，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25］因此，利用高校大数据建立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但目前在高校大数据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2.2.1    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平台开放性、共享性与交互性

使用问题

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数据意识、观念淡薄，数据公开与共

享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法律保障，大数据技术落后，带来数据平台建设和数据

处理技术滞后，加上我们很多高校之间彼此不开放，拥有大量数据不愿与其他高

校共享，导致大数据平台和信息重复投资，大数据平台开放性、共享性与交互性

使用严重不足。我国对于数据的严格管控使得数据的获取与公开无法得到满足，

受限于技术和成本，大量数据处于付费状态，也不利于数据的使用和共享。［26］

大环境影响使得校园中的信息公开成为学校大数据思想政治工作的阻碍。



·65·
大数据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2019 年 11 月

第 1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102006

2.2.2    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的技术瓶颈

和技术风险问题

精准的目标分析建立在发达的数据收集统计处理技术上，数据源自身分布

广泛、动态变化、先数后模等特征［27］使得技术问题格外凸显。高效思想政

治教育的大数据的应用基础是对海量数据的拥有，对于数据收集与存储技术、

计算机硬件的数据处理能力、数据采集和问题解决分析、数据编码和数据共享

等领域，仍然存在技术挑战和技术瓶颈。

2.2.3    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采集和大数据的真实性问题

大数据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海量的数据分析和数据预测，是数据对象、

技术与应用三者的统一，所以，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的收集、数据处理

和数据分析存在真实性瓶颈，数据采集过程自身存在不确定因素加之可能存在

的人为因素带来的数据造假、片面、不完整［28］，都会导致数据分析结果片面，

容易导致虚假信息泛滥，误导普通大众导致利益受到损害。［29］

2.2.4    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安全、隐私与伦理道德问题

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使用带来了数据安全、隐私和伦理道德的挑战。

个人隐私保护、信息隐私的保密以及大数据教育应用面临着隐私保护和数据泄

露，使得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则面临巨大的法律和伦理道德压力，因此，数据

本身存在泄漏隐私的风险，这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30］，中国保护用户隐

私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31］此外，为更全面、完整地收集数据，在数据采

集过程中也存在界限不明［32］的情况。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实现的对策建议

国家和高校层面大数据平台的搭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数据化的基

础，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环节细节，借鉴和利用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工具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模式、教育重点、管理机制等进行专项

技术的布局，从而真正实现高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数据化、动态化、人性化、

现代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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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由“智慧教育”管理系统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

据平台

数据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设置智慧教育管理系统，构建校园内的大数据

平台，建立通信网 - 互联网 - 物联网“三网一体”的监控系统［34］，对教学

过程、学习过程、校园安全、科研动态、资源设备等进行实时监控，进入记录 -

采集 - 分析 - 预测过程，得出智能化分析结果后交由决策者形成指挥决策，通

过智慧管理云平台发布管理指令，实现教育管理的智能化。［35］

在智慧管理系统运行的同时，要建立落实学生管理与发展的预警机制。学

生作为高校教育工作数据的重要来源，自身参与到教育管理与规划中是大数据

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学生数据的收集统计应当纳入校园数据平台，双

方形成动态互动。要对高校自身的教育发展进行水平评估，检测并剖析教育舆情，

结合师生的发展性评价和智慧教育管理系统形成的科学决策，建立大数据下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研究，进而真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着力点，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36］

3.2    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驱动下的监测、决策与预

测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状态。结合大数据手段使

得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则进一步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和信息技术。网络宣传、网络教育、网络监管共同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

作主体。在教育过程中，要敢于、多于面向社会问题，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师

生在上网过程中留下的观点、行为、情感、足迹等记录都是舆情的重要数据。

［37］这些数据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及许多规律性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

可以了解民众的需求、诉求、意见等，从中挖掘出一些潜藏的舆情并预测其发

展态势，提前介入处置，有效化解负面舆情，以降低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风险。

［38］大数据的预测性大大提高舆情工作的有效性。

发展数据监测、教育教学决策、数据分析等软硬件一体化的行业应用解决

方案，这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数据化的基础技术建设。在此基础上，面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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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求，加快推动大数据在高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领域的应用，大数据的加入

会让老师和学生的工作如虎添翼。［39］由于个性化学习成为当下的迫切需求，

教师们不仅获取到了更多的数据，而且他们也具备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的能

力，从而提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实时监控下的针对性教育；面部识别技术应

用于学生课堂认知情况收集等都是可行的。获取学生需求能力加强，学生适应

课程节奏加快，数据驱动下的决策制定最终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

习效果。

3.3    经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推动智力资源库建设和实

现管理方式变革

依托大数据推进智库建设。大学生既是最大的网民群体，也是思想最活跃，

接受新事物最迅速的群体，是有效而庞大的智力资源库 . 他们利用信息化手段表

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形成海量的“微数据”和“微事件”。［40］通过对这

些信息进行实时数据掌握和挖掘，将分散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关联起来，突破“信

息孤岛”限制，排除各种垃圾信息的误导和干扰，把握数据中蕴含的规律性、

倾向性问题，推进“师生共商共治”、“师生多元融合新机制 - 学校事，师生

议”机制，搭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满足公众需求和期待。

依托大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管理 。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

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定性管理向定量

管理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转变。

助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治理”实践，以“微事物”嵌入学生生活，以“微

组织”突出学生主体，以“微平台”构建学生自治载体，以“微机制”触发学

生参与动力，探索出一条以“微治理”实践学生自我教育、宣传、管理的有效

路径。核心是以社会和校园中的小事为抓手，以教学和实践为平台、以学生为

主体，以参与为核心，将自治内容嵌入大学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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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大数据推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方式和效果一直饱受争议，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直谋求解决的难题。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教学模式以列宁同志倡导的“理论灌输”为主，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内容和方式日渐丰富多彩，依旧无法满足当前大学生的爆

炸信息量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依托于对学生需

求数据的分析来制定教学计划和内容，并通过动态数据反馈来完善教学，形成

教学适度、适量、适时的良性循环。［41］

首先，经由大数据库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教与学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形成完善独立的人格，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因此思

想政治教育应当抛弃原有的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模式，实现主体客体化，

客体主体化。［42］

大数据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应当具备以下特征：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

把优秀教师和优质教学成果通过多种手段广泛传播，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应

当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任何章节开始、学习任何课程，实现学习

行为自主化［43］；通过计算机统计分析学生的学习状态，针对性的辅导学生，

实现学习形式交互化；可根据系统记录的个人资料，针对不同学院提出个性化

学习建议，实现教学形式灵活化；可远程管理学生的咨询、报名、交费、选课、

查询、学籍、作业与考试等，实现教学管理自动化。［44］

其次，经由大数据库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个性化学习。个性化需求是大

数据对于现代社会一大益处，根据不同群体和个人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设定。

利用三网一体的监管系统，包括 APP、传感器以及相关的智能设备对学生的学

习和实践过程、个人身体状况进行记录并形成过程性报告，分析后确定学生成

长模型，对学生学业水平、思想品德、艺术修养、身心健康、社会实践等各方

面的综合素质进行评定，实现对学生真实情况的动态全面了解。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如同教育管理一般，应当形成个性化的智能个人系

统。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分为课堂和课外、线上和线下。建立云知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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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点、试题、课件、知识卡片、视频课程等，推动

online 和 offline 的 O2O 学习模式。收集作业、测试、考试和日常学习数据，经

过智能分析后形成不同学生的学习诊断报告，进而设定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路径。［45］依托于个人智能学习系统的设定路径，学生可以清晰地了解自身

在学习的不同阶段、不同板块、不同环境中的效果，进而对自身的学习状况进

行自我修复与完善。在自我管理的同时，实现个性化的自我学习。

最后，基于大数据的精确思政教学体系。传统教学中更多关注理论灌输和

考试成绩，统一安排作业和自主复习，大数据下的高校理论课教育应当进行分

层教学，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不同知识的熟知程度，作业安排应当人性化、

个性化，以实现学生课堂补充为主要目的［46］，不拘泥于形式，在复习中应

当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查缺补漏，精确补偿。在教学课堂的设置上可以建立

MOOCS 学习系统，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自我选择学习内容和教学形式，自身的

学习表现会通过监测系统收集数据，由老师和数据挖掘系统共同进行学习分析，

进而优化教学安排。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弱化老师在教学中程式化的重复，更

多进行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分析与处理［47］，摆脱原有笨重的固定课堂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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