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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更是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平台。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手段,思政工作的现代化和教育的智能化成为可

能。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以科技创新助力思政工作的深化和优化,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才培养

提供坚实的支撑。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虽然带来了便利,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这

些挑战不仅需要技术解决方案,更需要在策略和管理层面上的深思熟虑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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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change to various 

industries,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rough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means, 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education have become possible. We must seize this opportunity and u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deepen and optimiz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reby providing solid support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However, alth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it also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work.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 not only technical solutions, but also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and innovation at the strategic 

and managem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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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集合计算机科学、数学、信息论等多个

领域的跨学科技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进步,也深刻地影响

了人类的认知、行为和价值观。人工智能的综合应用正在重塑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促使我们对传统模式进行思考和革新。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通过“人工智能+”行动来深

化数字变革。该行动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并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策略的实施标志

着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潜力的认可和利用。在思想政治工作

领域,亦显现出对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新技术的应用,尤

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

的方法和手段。 

1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工作的逻辑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更加精准地分

析和处理信息,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单纯的信息联结到深

度的策略嵌入,人工智能的运用已成为适应时代发展、提升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必然选择。 

在具体技术赋能方面,深度学习、人机协同和跨界融合等技

术的应用正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革新。深度学习技术能

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学习,从而揭示人群行为和思维倾

向的模式,为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支持。人机协同则优

化了工作流程,使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协作更加紧密

和高效。此外,技术的跨界融合也扩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和

深度,通过与其他领域如教育、心理学的结合,为传统的思政工

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视角。 

1.1个性化需求的智能识别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涵盖教育、管理与服务党员及广大

群众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方式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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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提升公众的思想政治意识。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能否精

准理解并满足这些个性化需求,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效性和深远影响。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画像技术,可以利用大数据

对公众的社交和学习管理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构建出反映个

体特征和需求的个性化用户画像。这种画像能够帮助思想政治

工作者更精准地理解每一个公众成员的具体情况,为提供更为

个性化的教育和服务提供依据。此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追踪和

分析公众的互动数据,可以即时洞察公众的思想和心理动态,从

而更有效地识别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期望。 

1.2方案针对性的智能优化 

通过深度学习,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精准识别和处理公众的

隐性数据(如情绪变化、心理状态等)和显性数据(如言行举止、

反应模式等),不仅提高了对公众需求的理解深度,也增强了教

育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智能平台能够根据收集到的公

众信息、教育资源和环境信息,智能地设计和类化多种教育方

案。并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自动调整和优化,确保教育内容

和方法都尽可能地符合个体的实际需求。此外,通过应用遗传算

法,可以快速匹配并优化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教育方案,使得教育

方案能够不断进化。 

1.3教育内容的智能调整 

首先,通过利用互联网资源,人工智能不仅能共享优质的思

政工作素材,还能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内容的定制和优化,

确保了内容的相关性和吸引力。其次,人工智能平台的智能性和

信息可溯源性能动态追踪公众的线上踪迹,并根据这些数据推

送适当的教育内容。不仅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也使得思

想政治工作能够及时调整其策略和内容,以适应公众的变化和

需求。同时,通过快速比对、检查和复算工作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有效地识别教育目标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从而提供

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1.4精准反馈的智能强化 

首先,利用AI的监督预判功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对公

众思想和行为的全面、动态和立体的追踪和评估,使得思想政治

工作能够获得更准确、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其次,通过与人工智

能先进企业的合作,可以对现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资源和设

施进行数字化革新,建立包含多种数据的综合数据库,可以提高

信息处理的效率和精确度,还可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

数字化时代的要求。同时,人工智能通过遗传算法和深度学习技

术来自主分析大量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支持决策,可以有效解决

传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 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我们同样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

一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可能引发的新挑战。 

2.1技术依赖与主体性问题 

人与AI之间的互动可能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可能

导致技术理性的僭越,即技术的使用超越其应有的边界,开始主

宰人的决策和行为。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一种“座架”——一种集结和强求的本质。在这种框架下,

技术既能揭示事物,也使人受到技术的制约。思想政治工作者可

能过分依赖人工智能的精准性和高效性,这种依赖可能导致他

们让渡自我抉择的能力,从而变成技术的附属品,失去作为独立

思考和行动主体的自主性。 

2.2媒介影响与认知变革 

智能推荐算法,尤其是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已经成为信息

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这类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个性特征、行

为习惯和个人偏好来推荐相关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信息服务的

个性化和用户体验。但是这种算法的运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

战和局限性,尤其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传播中。首先,智能

推荐算法的信息过滤可能导致公众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信息旋

涡中。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容易陷入片

面和排他的思维误区。其次,智能推荐算法可能会根据用户画像

自动排除思政宣传内容,使得重要的政治教育内容难以达到预

期的受众。此外,智能推荐算法产生的圈层化现象虽然强化了群

体的身份认同,但同时也可能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

渗透和弘扬主流价值观。 

2.3数据驱动与人际关系变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依赖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但随着智

能技术的介入,交往模式从人与人的直接互动转变为机器与机

器、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互动。这种转变虽然提高了信息处理的

效率,但也可能带来人际交流的功利化,即交往更多地被视为达

成某种特定目的的手段,而非自身的价值,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

以智能设备为中介的信息交流属于工具性交往,可能导致交往

关系的异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在于精神启

示和价值观的传递,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交往模式可能遮掩

了人的情感感受,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

领。如果缺少了人文关怀和深层次情感的交流,思政工作的效果

必然大打折扣。 

3 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策略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认识不仅涉及其功能和潜力,更应

关注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潜在影响,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教育

和引导公众的核心目标。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即以最高效率和

功能性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可能会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负面冲

击。理想的情况是,技术发展和思想引领应同向同行,确保两者

相辅相成而非相互矛盾。因此,科学地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

工作的融合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3.1主体性的凸显 

首先,思政工作者必须明确认识到,虽然人工智能能极大

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和精确度,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缺乏人

类的情感理解和道德判断能力。因此,人机协同的重要性就愈

发凸显。 

其次,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精准的个性化教育和舆情分析。人

工智能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帮助教育者理解和预测公众

情绪和需求变化,使教育内容更加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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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利用这些先进技术的同时,思政工作者需维护其工

作的本质,保持对技术本质的思考。即技术应作为达成思政目的

的工具,而不是替代思政本身的核心内容。思政工作的人文关

怀、道德引导和情感交流不应被技术的高效性所异化。因此,

重申以人为本的思政理念,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是思政工作中不可忽视的责任。 

3.2伦理的重塑 

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公众特

别是网络原住民对新技术展示出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接受力。这

种认同与接受的背后,是对技术带来的便利和可能性的深度信

任。然而,随着技术的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仅仅拥有使用技术

的能力已经不够。智能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基本意识、相关知识的掌握、必要的技能培养,以及对人

工智能伦理的深入理解等。这些素养是公众能够有效驾驭并负

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关键,也是避免技术滥用和理解其潜在

影响的基础。 

因此,随着公众对新技术的高度认同与接受度,相应地,我

们也面临着加强智能素养培养的需求。首先,公众需要被引导去

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和其潜在的限制,认识到基于算

法的内容推送可能遮蔽现实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次,公众应当

超越传统的接受习惯,通过自主学习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掌握

信息处理的主动权。同时,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和

隐私泄露风险,公众需要学习和实践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伦理

规范。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符合技术发展的需求,更要符合

法律和道德的标准。 

3.3精神共同体的构建 

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带来了技术的革新,也提供了重新定

义和优化社会交往方式的机会。如何将现代技术的工具性与传

统交往方式的优势相结合,以实现更高效和富有成效的互动模

式就成为了思政工作的关键。 

首先,工具性与传统性的耦合意味着在使用人工智能等现

代技术的同时,还需保留人际交往中情感交流和个性化互动的

传统优势。其次,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分析受

众的反应和需求,发掘互动中的合理元素,使得交往过程更加高

效和目标明确。同时,创建一个更为理性和有效的社会交往模式

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升公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同时保持交往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标准。 

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政工作需要构建一个涵盖线上和线下

的交互的全域性工作体系,通过虚拟情境和多元平等的叙事场

景,打造一个优质的教育资源池,使公众能够在任何地点体验到

丰富而深入的交流。当然,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依然是思想政治工

作的核心方式,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对面的交流更能有

效地影响和塑造受众的价值观。 

同时,利用“拟真”环境,尤其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

(AR)技术,在现实工作场域中模拟真实的环境,是增强思政活动

吸引力和有效性的有效方法。进一步地,思政工作者可以使用这

些沉浸式技术策划开放式的场景议题,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在线

教育和重大事件的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公众可以在一个虚拟化

而真实感十足的环境中,自由地表达观点,深入地探讨问题,这

种互动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参与感和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4 结语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扩展新的操作空间和手段,人工智能极大

地丰富了传统教育和政治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更加符合现

代社会的需求,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充分应对这些挑战,

必须通过教师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思维转变,科学地融合人

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这样的融合,我们可以开辟工

作的新路径,确保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支持教育目标的实现,同时

保证技术发展与教育目标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

发展。 

2024年度张家口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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