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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特有的鲜明时代性,需要思政工作与时俱进。人工智能

技术(AI)正成为现代生活中一股浪潮。从田间地头到科技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影响着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层次上改变了大学生的成长路径和发展。如何促进思政教育守正创新已成为

一项紧迫且至关重要的议题。本文旨在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之间的契合方式,通过跨学

科、跨领域的研究方式,分析两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两者融合的所面临的客观挑

战与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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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the work of being a good person, 

with a distinctive contemporary nature that requi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I) is becoming a wave in modern life. From the fields to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ffecting every aspect of students' daily 

learning and life, and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growth path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and crucial issue.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ir integration are analyzed, and based on this, the objective challenges and effective paths faced by their 

integration a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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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着社会各领域的进步与革新。2019年,

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中国高度重

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

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教育应洞察时代变迁,充分利

用技术优势,确保思政教育的先进性和有效性。这就要求教育

者因势利导,以审慎来面对风险挑战,以实现思政教育的现代

化与高效化。 

2 人工智能、思政教育概述 

人工智能,以算法、计算和数据为驱动力,旨在实现人

机交互,提高计算机的智能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

会。目前“AI+”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亟需将其创新

成果进行转化,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推动社会整

体创新能力。 

在学术研究领域,陈坤[2]提出了未来思政教育者逐渐转向

创新性型、导师型。王菊芹[3]也指出在AI运用的时代,加强技术

的学习指导、应用是重中之重,有助于优化思政教育环境[4]。但

技术运用过程中也易受算法、大数据的影响[5],吴玲玲[6]认为警

惕智能应用下社会问题,如数据隐私、技术依赖性等。 

3 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进入新时代,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传统教育

模式与技术基础已然无法高效完成任务,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

兴技术,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塑造未来教育形态的任务。 

3.1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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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适应国家发展以及新青年成长的需要 

新一代青年每天大量接触数字设备,且他们的认知结构、思

维方式方面与过往截然不同。他们通常能够迅速地接收信息,

同时处理多种任务。且综合国内外政策环境,人工智能技术体现

着国际竞争力,各国将其视为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实力的关

键力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是发展的内在需求,也符合

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必须转变传统思路,守正创新。构建高校精

准思政育人体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3.1.2思政教育工作创新路径的需要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国家领导人从战略性的高度提出了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新

理念。思政教育的智能化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AI|+”

应用领域遍布社会各领域,为国内外宏、微观环境带来巨变,深

刻影响着青年的思维和认知能力。因此,发掘两者的共通点,已

成为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3.2可行性分析 

在探讨人工智能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时,需要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技术的成熟度与普及、教育与技术的结

合情况、教师和学生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以及政策法规的支

持与指导。 

3.2.1技术的完善与支持 

在思政教育领域,AI技术有助于收集学生数据,分析学习行

为和兴趣偏好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现有的技术可支持大规

模数据处理、存储工作。同时,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

智能推荐、智能问答等功能得以实现。 

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政教育资源能够共享

互通。不同地区、学校可以相互借鉴、共享资源。以通讯技术

为例,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经历了从1G到5G的演变,每一次技术的

跃迁都为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化。5G技术高数据传输意味着更

快数据处理、更精确的模型以及更实时的反馈。因此,从技术层

面来看,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结合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实

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数据隐私、安全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和规范,以确保技术的健康、安全和有效应用。 

 

图1 1G~5G时代教育方式的变化 

3.2.2国家政策助推及应用实践化 

国家政策能够助力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我国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培养具备高度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新时

代青年。2019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政治理论课改革意

见的若干意见》[7]中提出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

课教学中的应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

化”,这将是教育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 

目前国内外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案例。例如,运用

AI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8],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同时,人工

智能辅助教师进行课堂管理和评估,减轻工作负担,并展现更加

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综上所述,技术发展和政策支持将助力思

政教育创新发展。 

4 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创新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科技属性众所周知,但政治属性不容忽视。各国

将技术外放,且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剧烈,从话语权的正面交锋,

到更为隐秘的意识形态竞争。因而要保持高度警惕,以确保价值

观和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在“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融

合过程中,初期进程难以预测,影响教学环节的发展速度。因此

必须深刻认识到科技是人类能力的拓展,本质上是一个辅助教

学工具,要始终坚持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以确保AI技术在促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能够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透明度问题亟需考虑。因此,

有必要让用户了解运作原理和数据来源。两者结合还需考虑到

人的主体性和情感需求,避免过度依赖技术,保持人机关系的平

衡,使得人工智能与人类教育者之间相互补充,而非取代。 

5 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机制发展路径 

在“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必要形成社会、高

校、教育对象形成合力。政府和高校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发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紧跟时代发展,

适应教育方式的改变,真正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5.1政府发挥统领作用 

新技术的涌现及融合应用,亟待政策与法规的补充。应设立

专项政策和法规,清晰界定其应用范围、方式、标准,保障合规

运用；并明确界定责任范围,确保其按照既定规范运作。 

同时,政府有必要,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政策以

规范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流程,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与隐私

不受侵犯；联合相关机构、专家和企业共同制定应用标准和规

范；定期进行评估与反馈,并及时改进优化。 

5.2高校承担主体责任 

高校担负引领两者融合发展的重任。强化传播渠道,深化思

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联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辅以数据分析

与精准传播,构建一个智能化思政教育平台；打通高校、学院、

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育人

机制。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补充课堂教学,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提

供个性化的辅导和路径。甚至在虚拟现实的技术辅助下,提供更

为生动的学习环境。当然完善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必不可少,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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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反馈,意见和数据的收集,并及时调整和优化教育内容和

方法 

5.3思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动参与 

作为思政教育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一方面作为教育者,需提

高技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在

接纳前沿技术同时,保持开放与审慎,防止因过度依赖而削弱主

体性。 

作为接受教育的主体,大学生有必要抓住时代机遇,充分利

用技术融合所带来的智能化思政平台与先进教育手段；另一方

面还需要具备筛选和辨别信息的能力。因而思政理论知识的深

入学习、知识体系的构建必不可少。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确保

自身学习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自觉将法律知识作

为行动的指南。 

6 结语 

从田间地头到科技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AI+时代

已然到来,思政教育的宏观环境日新月异,作为思政工作者有必

要抓住时代的机遇,赋能思政教育精准化,实现现代精准化转变,

切实增强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并通过

多方合力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真正培养

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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