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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本质是思想政治的数字教育，具备数实融合性、双向交互性和主客体转换性的特

点。为达到特定的政治教育目标而借助数字空间有意识、有计划地把数据资源转化成智慧教育，从而改变和形塑数字

个体的思想意识的数字教育行为。有。就其应用价值来说，数字化平台应用于思政教育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公共领域

的思想交互，遵循和呈现的是数字价值交锋活动的矛盾统一性。就数字化平台应用实践来说，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引

导多元主体的数字参与和价值共识。据此，提出增强数字伦理保护意识及营造思政课教学氛围，以期打造思政教育新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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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ss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gital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number	and	reality,	two-

way	 interaction	and	subject-object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specific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s,	 data	 resources	are	 consc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transformed	 into	 intelligent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space,	 so	as	 to	change	and	shape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digital	

individuals.	I	do.	In	terms	of	its	application	value,	the	mechanism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es	 in	 the	 ideological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public	domain,	which	

follows	and	presents	 the	contradictory	 identity	of	digital	value	confrontation	activities.	As	 far	a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digital	platform	is	concerned,	it	adheres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o	guide	the	

digital	participation	and	value	consensus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digital	 ethics	 protection	and	create	 the	 teaching	atmosphe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high	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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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理念

（一）驱动思政育人内容数字化

随着技术迭代发展，高校数字化平台开始应用于思想政治教

育中，突出强调交互体验和互动，驱动思政教育质量提升 [1]。一方

面，高校教育主体可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集聚教学素材及资源，

创建内容、方式多样化的教学数据库，以此吸引学生思课程参与

趣味性和吸引力，更好保障思政教育质效。其二，高校教育主体

在遵循思政工作规律、教学育人及学生成长规律基础上，借助数

字化平台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亲和度与时尚力 [2]，在信息推

送上实现正能量话题倾斜 [3]，保障学生多元、优质教育内容，使思

想政治教育更贴近学生，以数字化平台驱动思政教育内容数字化

发展。

（二）驱动思政育人方式数字化

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可培养共情的教育互动

模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温度 [4]，助力学生潜移默化地认同，

并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引。高校数字化平台应用至思政教

育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在应用教学实践中，高校教育主体通过数字化平台

可释放渗透式、参与式、沉浸式的教学模式优势，营造更为沉

浸、体验、全息的立体化环境 [5]，充分盘活文字、图像、音频、视

频、动画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合理添加网络流行语中接地气的

表达方式，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 [6]，更好强化对思政

课教学环境的数字化赋能。

二、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一）数字化平台的互联互动驱动思政教育主客体实现良性

互动

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尤其强调高校教育主体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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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客体间的互动关系。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思政教育

过程更强调“在场”和“参与”状态 [7]。也就是说，受制于在场性

及参与度，教师因被当作单一高校教育主体。但伴随网络的快速

发展，特别是数字化平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来，高校教育主体

逐渐凸显出广泛化、多元化特征 [8]，丰富了高校教育主体的形式，

如辅导员、班主任、思政课教师、学生党员、学生骨干和党务工

作者。一方面，高校教育主体依托数字化平台能够全面掌握学生

性格特点、个人特征甚至于心理需求，为因材施教并采取富有针

对性的有力措施提供数据支撑，进而更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最终贴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高校教

育主体依托数字化平台，可有效强化线下情感沟通与交流互动，

更好开展教育引导工作，提升学生的情感认同，并进一步深化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引力。在数字

技术应用于教育工作过程中，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为不同年级、教

学阶段学生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在充分尊重学生认知及情感行

为规律的基础上，推进知识库更加饱含丰富智能教育潜藏，驱动

课程内容不断创新，营造开放情境，最终引导学生更加坚定理想

信念。

（二）数字化平台的泛在性助推思政教育内容的精准推送

数字时代教育的最大特征强调数字泛在性 [9]，主要覆盖至学生

在内的所有日常行为，使该行为转化为更为精确的数据、信息特

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提供数据可能。数字化平台在思政

教育中的应用能够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数据平台的搭

建，达到“精准滴灌”的育人效果 [10]，破除传统“大水漫灌”式

的思想政治教育弊端，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其一，数字化平台在

思政教育中的应用能够实现精准识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高校教

育主体可借助数字化平台收集学生思想行为状况数据，进而展开

精确分析。通过此种方式，高校教育主体可有效掌握学生思想及

行为变化方式，建立群体认知 [11]，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研究提

供有效参考。其二，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能够精准供

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高效、精准刻画对学生“画像”，以借

助数字化平台泛在性实现思想政治内容的精准推送。

三、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提升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伦理保护意识

其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否具备高质量数字化素养在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方面至关重要 [12-13]。数字化平台在思政

教育中的应用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教学任务，助力对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数字化知识、数字化应用、数字化伦理等维度的培

训，驱动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数字化意识，锻造数字化同职业技

能迅速结合的教育优势，以提升其应用数字化平台的能力。其

二，高校数字化平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亦强调数字伦理的保

护。高校教育主体在将数字化平台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全面

深度融合，有效营造数字化和沉浸式的育人氛围的基础上，需重

视潜在的数字意识伦理及隐藏风险。

（二）构建业务系统体系，营造思政课教学氛围

其一，搭建有效平台，有利于全面整合数据信息 [14-15]，实时

分析并前瞻预测学生的全方位需求。高校可收集全体业务系统数

据，构筑思想教育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应用学习体系，打造

学生事务、新生报到、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毕业离校、生活工

具等在线服务，实现多校区学生事务“一网通办”，通过构建业

务系统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也可以转换角色，作为主

体自主创作微电影、动漫、音乐等网络作品，及时发布、展示和

交流学习成果；其二，数字场景的再现是实现数字思政的重要条

件。这种再现不仅是现有资源的数字化复制，而是一种根本性变

革和全方位重塑。数字场景的再现需要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为基础，实现数字化平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育人元素的重构，推动数字思政教育资源

高质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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