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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蕴涵、风险挑战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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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智化时代的到来，数智化技术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智化技术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赋能提供了极其广阔的机遇，带来了多种价值，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了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方法，实现了优质资源的精准供给和智能推广；但同时由于面临受教育者主体性消解的风险，存在

教师地位相对隐居以及师生信息泄露等情况使得这一赋能过程存在诸多风险。因此，应通过提高主体素养、

打造高质量数智化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以及保护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数据隐私等措

施实现数智化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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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1］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思考，

数智化技术所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风险，将其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会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但同时由于数智化技术自身局限存在一系列风险。因此，需要明确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

利与弊，积极探索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1  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蕴涵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仅靠单一的媒介形式已难以满足当代大学

生多样化的价值观和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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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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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旨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人工智能助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互动模式等进行变革，

有助于整合不同资源、优化方法措施，在各个专业人才培养中充分彰显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的价值蕴涵。

1.1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单一。在大多数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开展的具

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作用的教育，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核心，内容包括国家意识教育、党

性教育、学术伦理教育、人文素养教育、教育理念教育以及实践拓展教育等。很多学校往往只注重知识

点传授，忽略了学生实际生活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

一直以来，图像、数字、符号等具有记载历史、反映现实文字和洞察时代走向的功能。它们有别于

单一的理论知识传授，可以通过图像资源与话语符号的唤醒公众的思想觉悟并实现情感塑造［4］。用数

智化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途径。数

智化技术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助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新改革，增加了

学习内容的趣味性。

1.2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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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数智化技术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在

教育内容上吸引人，还要在教育的方式上与时俱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数智化技术会改变教师

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方式。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中介载体促进了线上与线

下全面贯通，网络上有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线上学习让高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

欢的老师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6］。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和逻辑性优势，通过数智化技术，增强教育内容的时

代感、渗透性、影响力，有助于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增加受教育者学习的兴趣。数智化

技术能够个性化配置信息，标签化处理信息，多元化呈现信息并精准分发信息。这些优势使数智化技术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3  实现优质资源的精准供给与智能推送

依托云计算等技术，数智化技术可以全面采集和抓取教育对象学习、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等场景

中的数据痕迹，从师生心理、兴趣爱好、情绪情感、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等多维度进行“数字画像”，

实现教育对象思想嬗变的全过程可视化，进而实现优质资源的精准供给与智能推送［7］。

运用数智化技术可以捕捉大学生真实需求，实质性地解构与重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的存在场域

与实践样态，有效弥补了传统模式下依循经验判断而缺乏定量分析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者能够基于数据

挖掘、高频处理机制动态辨识和预测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轨迹、心理状况以及发展期待等倾向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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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细致地呈现大学生复杂社会网络的关联性与交互性，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专属数据库与

内容池。另一方面教育者基于运算推测机制对各要素数据资源进行必要的分析、过滤以及建模，准确研

判大数据流背后的供需矛盾，厘定供给目标［8］。教育者利用人机协同的内容分发机制对数据进行高频

处理，实现了在超级计算能力的背景下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他们不断加深对思想政治

教育供求规律的理解，采取菜单式服务和叠加推送策略，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

2  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挑战

唯物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成熟到消失的过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

的矛盾体。在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嵌入了诸多技术价值的优势与红利，同时也

会带来技术自身的内在缺陷。

2.1  受教育者主体性消解风险 

当前，随着数智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数智

化技术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工具，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

展。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主体消解的可能性。

“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本质内涵就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主体，即建立在实

践基础上的“现实的人”的本质特征的彰显［9］。人的主体性是根据自身需要，通过自主选择、能动认识、

改造客观世界和完善自我得以实现，是人的本质特性。主体消解指的是由于数智化技术的过度应用，个

体的独立思考和主体性会被淡化甚至丧失。这一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智化技术在为个体提供便利的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个体在长期依赖于技术的指导和帮助后，过多依赖

人工智能的决策而忽视人的引导，就会导致学生情感体验淡薄。还会无法独立思考和评估信息，学生在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自控制导向机制使得人输入较少的语言或行动指令完成目的性操作，极易使学生

养成浅层思考习惯，这种便利的信息获取可能让学生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10］。

2.2  教师主体地位相对隐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着价值追求、精神旨趣和思想智慧，能够滋养教育对象心灵与厚重人格的实

践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11］。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教师的主导性贯穿了整个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但是在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无形地降低新时代教育者的地位。

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受教育者可以自主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这可能导致教师在传授知识和信息的

过程中地位被相对削弱。而且，由于网络资源的丰富，网络上存在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学习平台，学生可

以通过自主学习获得所需的知识，这可能减少了对教师的依赖。

同时随着数智化技术的成熟应用与深度介入虽促进了学生真实与潜在需求的精准绘制、供给内容的

精准分发以及开放沉浸式的虚拟互动，为实现供需互契提供技术支持，但教育者往往也会因为沉浸于智

能算法软硬件带来的技术优势而过度依赖算法，造成技术崇拜、技术至上、唯数据论的工具理性与物化

逻辑的过分张扬和渗透，陷入“技术利维坦”陷阱和“机械主义”窠臼，偏离了人文关怀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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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观照［12］。 

2.3  师生信息泄露的风险

在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尽管会产生诸多积极作用，但始终伴随着数据泄漏的

潜在风险。数智化时代师生隐私被侵犯的问题逐渐放大化，公民的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格权利，一

直以来受到法律的保护。进入智能时代，师生的隐私在各种智能软件平台、移动电子设备运行中被泄露

和窃取，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逐渐呈现“透明化”状态，师生隐私在数据收集者面前暴露无遗，人的意识

主体性在“透明”的数字环境中逐渐被消蚀［13］。海量信息被大数据所捕捉，并在深度分析的云计算环

境下被掌握，师生的各类信息（尤其是涉及隐私的信息）被“无限制性”摆上数据平台，师生的财务状况、

行为习惯、活动轨迹乃至性格特点、爱好喜好和日常作息都被纳入收集与分析的轨道中。面对智能技术

在数据控制方面日益强大的力量，各大科技公司不遗余力地通过智能技术在互联网上收集、处理和竞争

个人隐私和数据。甚至一些极端分子为了获取高额回报，将智能技术作为窃取和垄断数据的“利器”，

利用系统漏洞和技术控制任意控制和买卖私人数据。智能时代师生隐私的有效保护已成为时代难题，隐

藏在隐私侵犯背后的则是更为严重的人的意识主体性的破坏，这成为意识形态安全与否的关键命题。

3  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数智化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势在必行。华丽丰富、包罗万象的数智化

技术在提供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数智技术的嵌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呈现出主体消解、

降低教师地位、师生信息泄露等现实隐忧，这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多维度全方位的新挑战。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立足现实际遇，转换视角，从理念导引、机制优化、关系重构、方法革新等维度创新发展，

才能适应数智时代的全新时空境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14］。

3.1  提高受教育者数智化运用的素养，增强人文关怀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智化教育环境和崭新的时代特征，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和培育受教育者

的信息素养极为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从高校层面采取多种措施，增强教育者运用数智化技术开展

教学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从教育者层面强化自我提升，主动适应数智化技术环境下的新教育环境。

客观理性地看待数智化技术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合理、恰当地通过数智化技术开展学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理想

有机结合，为实现崇高的“中国梦”做出努力，即使在数智化技术背景下这些育人任务也不会改变［15］。

但是如果过度依赖技术，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即使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使用数智化技术等创新技

术，也会失去其本质作用，甚至对人文教育产生反作用。

3.2  打造高质量数智化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

面对数智化技术高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其目的在于打造有温度的思想

政治教育，使人能够“充分的存在”，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从过去的老师引导，从知识权威到情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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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转化，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安排学习内容和过程，弥合过度数智化技术带来的道德冷

漠和情感消解。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也对教育者的技术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者应注重提高自身的

修养素养，引导受教育者更好地形成辩证思维，理性看待和应用数智化技术。

数智化技术背景下，培养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要求树立数智化技术教学理念，提高自身信息化水平，

将国家教育发展目标和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16］。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全面运用核心教学技能，把信息技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结合好，形成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领的智

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中国大学慕课、学习通、雨课堂、智慧教育学习平台等各类信息化

教学平台和教学软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赋能。高校教师还应重视综合能力的提高，在智能化思

想政治教育中服务课堂教学实践，坚持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素养，将学科专业知识与日常生活

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紧密结合，与时俱进。

3.3  保护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数据隐私

数智化技术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使提升教师教学质量、满

足学生需求、构建新场域成为可能。但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隐私泄露、技术霸权等一

系列问题的出现。因此，在运用数智化技术时，必须加强监管［17］。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在高校范围内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使广大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能够将该价值理念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信息分析的基本原则且严格遵守，牢固树立“再

强大的工具也要服务育人”的宗旨，强调在发挥数据价值的同时也要充分保障教育对象的合法权益［18］。

其次，高校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规范数智化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全过程

应用。规范教育主体利用数智化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建立自由出入机制、异常预警机制、开

源流通机制等，将数智化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纳入管理机制框架，运用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确

保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学习过程的算法分析始终能够在公平透明的程序中进

行。最后，数智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任何触及隐私的关联分析和深度挖掘，也必须根据

教育主体的真实意图，及时向教育主体提供异常预警，指导实际决策，或继续使用，或安全搁置，或彻

底消除。高校需加强对技术的监督，在学生生活、学习和家庭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中进行全过程控制，防

止技术滥用导致学生隐私泄露，最终实现技术以人为主导的理想状态。技术本身没有对与错和善与恶的

概念，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因此，数智化技术的开发者和用户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则，

遵守法律法规的底线，正确合理地应用技术，整合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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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onnotation, Risk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i Che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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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vides extremely broad opportunities, brings various values,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s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s precise supply and intelligent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risk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ducated, the 
relatively reclusive status of teachers, and the leaka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risks in this empowerment process. Therefore,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subject literacy, building a high-quality new typ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 and 
protecting data privacy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implications; Risk challenges; 
Implementation pat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