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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大数据的定义及特点出发，简单介绍了教育领域中大数据的运用，随后主要讨论了将

大数据运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及可行的方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

了巨大的变革，为了让学生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大数据的运用是必

要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向教师多维度地呈现学生的思想状态，帮助教师探寻

解决思想问题或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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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

on of big data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nd then mainl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le ways of a

pplying big data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dvent of th

e era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people's way of life. In order for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in the complex network environment，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

s necessar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present st

udents' ideological state to teachers in multiple dimensions，and help teachers to explore ways to solve 

ideological problems or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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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革新速度越来越快，互联网

得到了普及，各式各样的电子智能产品也遍布到生活的各个角

落。这些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大数据数代也就此到来。大数据是以巨容量、多类型、速存取、

大价值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大数据因其能够提取出高价值

的信息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大数据的相关技术也成为了国家

竞争力的体现。我国是网络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网民，

这为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中国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大数据技术被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之中，使得大

到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革。大数据时代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全新的

阶段，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应该根据大数据技术带

来的变革做出改变。当下，大数据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

一个研究热点，如何将大数据技术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也是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何为大数据 
人类的各种活动产生了数据，因此数据是记录人类发展轨

迹的重要方法。同时，数据也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因此它也同样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数据”是“有

根据的数字”，它可分为“数”与“据”两个部分，“数”计

量事物的规模大小而“据”则是计量的单位或语境
[1]
。也就是

说，“数据”用数量关系及其属性描述了事物的本质
[2]
。我们

可以将人类世界数据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无数据到有数

据；从生活数据中发展出科学数据；从科学数据到人文数据的

产生。首先，人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对客观事物进行测量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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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记录下来，数据便由此产生了。随后，数据因其“精确性、

一致性和易交流性的特征
[3]
”成为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手

段。最后随着科学的发展，数据的运用不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

人与社会的问题也能借助数据进行处理或预测。 

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社交网络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大数据

的产生。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各种社交网络相继问世，比如

国外的 Twitter 和国内的腾讯 QQ。网络用户在这些社交网络上

的一切（发言、浏览轨迹等）都被记录下来。数据的种类得到

了扩展，其不仅包含之前所述的“有根据的数字”，电脑或网

络中记录保存的图文和视频、音频也都成为了数据的一种。也

就是说，数据不仅是基于测量而得出的数据，一切被记录的信

息也都能被称为数据。之后，移动网络、智能终端等技术相继

问世，大数据也随之诞生了。2012 年 5 月联合国发布的《大数

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 

那么，何为大数据？“大数据”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提及是

在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戴维.埃尔斯沃思（David

 Ellsworth）于 1997 年的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师学会（IEEE）

举办的第八届可视化会议上提交的篇名为《为外存模型可视化

而应用控制程序请求页面调度》的论文中。当时“大数据”指

的是大量的数据将计算机的存储容量耗尽的一种现象。当下，

对于“大数据”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观点，但大部分学者

都是从数据的规模、处理方式以及价值三个方面来对大数据的

概念进行界定的。规模上，大数据就是巨量的信息。技术上，

大数据被看作是一种能从巨量信息中快速获得有价值内容的

技术。而价值上，则是指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综上

所述，“大数据”不仅是海量的数据，也同样包括处理这些巨

大规模数据的技术和它所能带来的社会价值。 

有许多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对大数据的特征进行总结，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数据的“3V”或“4V”特征。“3V”指的

是 Volume（容量）、Variety（多样）、Velocity（速度）。

而“4V”则是在“3V”的基础上 Value（价值）这一维度。 

在大数据时代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被看作是数据，所以大数

据的容量是巨大的。同时，大数据所包含的数据信息涵盖范围

很广，有着非常多的种类。根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结构化

数据、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指的是具

有结构的关系型数据。而非结构化数据（如购物记录）和半结

构化数据（如视频和图像）则没有严谨的结构。此外，依据来

源，数据可以分为科研数据、网络数据以及感知数据。科研数

据是在科学研究中产生的数据。网络数据则是人们在使用网络

时所产生的数据，比如使用 QQ、微信等社交媒体时所留下的社

交数据。感知数据则是由传感器收集而来的数据，比如视频监

控收集到的数据和车辆的定位数据。 

能够即时在线对数据进行处理，是大数据的第三个特征。

大数据体量之大，涵盖类型之广，不是人工能够处理的。大数

据时代，数据处理流程已经能够完全自动化、智能化。先进的

设备能够帮助人类快速地采集、传输、储存和处理信息。问卷

星是较为常见的例子，研究者可以通过微信、QQ 等途径线上发

放问卷，问卷星可以即时储存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可

以生成一份报告供研究者下载。相比于发放纸质问卷，问卷星

大大节省了时间与人力成本，提高了各种研究或调研的效率。 

大数据除了容量大，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也是巨大的。进入

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交换越发频繁。大数据可以将价值低的数

据整合价值高的信息资产，这对于每个行业、领域都具有极高

的价值。比如一些短视频 app，后台能够根据用户的浏览轨迹

分析用户的各种特征，从而向用户精准地推荐可能喜欢的视

频，或将投放面向该类型用户的广告。 

2.教育中的大数据 
当下，大数据已经运用到各行各业中。在教育领域，我国

一直在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强化信息技术

应用、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4]
。为了推进教育信息化的

总体部署，教育部于 2012 年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2011—2020 年）》，其中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

代化，并对总体战略、发展任务、行动计划和保证措施等方面

做了详细讲解
[5]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问世与发展，将大数据更

好地运用到教育中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之一：2015 年颁布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到，要“探索发挥大数据对

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
[6]
。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提及要“积极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资源平台、管理平台的建设、应用模式”
[7]
。以及在《“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要“深化教育

领域大数据分析应用，不断拓展优化各级各类教育和终身学习

服务”
[8]
。 

在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下，大数据技术等技术在教育实践中

的运用愈发熟练，应用途径愈发多样，覆盖范围也愈发广泛。

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 年）》统计，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注册用户突破 1亿，访客量达 25 亿人次
[9]
，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获得大数据提供的个性化的教学与服务。 

3.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大数据 
3.1 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 

各种信息技术的问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大学

生的生活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首先，网络搜索引擎成为了大

学生重要的学习工具。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搜索引擎寻找自己

需要的学习资料，比如知网、百度学术或者自己学校图书馆的

搜索引擎。其次，社交网络成为了大学生重要的人际交往场所。

除了在像 QQ、微信这样的以通讯为主要功能的应用软件上进行

社交外，大学生还能在微博、小红书、b 站、抖音等软件上与

其他网友进行交流和互动。网络消费成为了大学生的主要方

式，除了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传统网络购物平台外，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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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小红书等之前所述的社交平台也内置了购物功能，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购买心仪的商品。最后，网络娱乐也成为了大学

生主要的消遣方式。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地体验到各种传统娱乐

方式，比如看电影、追剧、聊天等。此外，线上游戏也成为了

当下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 

但是，因为自媒体创作者素养层次不齐以及一些流量之上

的不良风气，学生在上网冲浪时会接触到很多质量低下或极具

诱导性的不良信息。如果学生辨别筛选信息的能力不强，这些

不良信息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辨别信息好坏的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为重点”
[10]
。如何将这些

政治素养或道德修养展现出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它们不仅

仅体现在认知水平上的知晓或理解，更多地是体现在学生日常

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上。而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各种设备记录学

生特定场所的特定行为，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评价带来参考。 

3.2 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数据的运用 

当下，校园网、泛在信息平台、智慧教室等技术在高校都

已经得到了普及，大数据技术也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创新，比如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这些都为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运用大数据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 

根据之前对大数据定义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大数据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或用于思想

政治教育的数据合集，以及大数据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

用及价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来源可以分为四个方

面：首先是高校思政课程产生的数据，比如考试成绩、课程作

业等；其次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产生的数据，比如社团

活动、学校活动等；另外是科学研究活动中采集的数据，比如

学生发表的思政论文；最后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产生的数据，比

如健康打卡，图书馆借阅信息等。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相比，在

收集和分析环节上有着较大差别。在数据收集上，传统的数据

采集大多是从学生提交的作业或材料中采集，或通过问卷、访

谈的方式收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可以利用线上平台、传

感器等技术收集信息。例如用线上学习平台的后台数据来体现

学生近期的学习情况；利用图书馆借阅记录来了解学生的爱好

偏向；通过体育场地打卡次数来记录学生锻炼频率等。除此之

外，信息的采集时间可以随时进行，采集到的信息种类也不再

局限于文字材料。在分析环节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分

析主要是汇总与比较数据以展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水平。而

大数据对学生日常校园生活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可以

从多维度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情况。除此之外，教师还能从这些

数据中进一步挖掘“因果关系”，即“学生为什么会呈现这样

的思想状态”。这样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寻找解决思想问题或提

高思想认识水平的途径。 

4.总结 
本文首先介绍了大数据的定义及特点，随后介绍了教育领

域中的大数据，最后讨论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大数据

的必要性及可行的方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了诸多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当下网络环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将大数据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具体来说，

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两个环节运用大数

据技术。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线上平台、传感器等技术快速

地，实时地收集学生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这

些数据多维度地呈现学生的思想状态，并挖掘其原因，最后总

结解决思想问题、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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