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德育教育 | MORAL EDUCATION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精准育人路径研究
宋欢欢，熊宇豪

青岛黄海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  ：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政教育的精准育人模式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以大数据技术为切入点，围绕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育人的内涵、问题与路径展开研究，不仅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大数

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拓展了实践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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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precis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aking 

big data technolog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problems, 

and paths of precis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not onl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expands the practical spa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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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内涵界定

大数据是一种以海量数据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其内涵

不仅体现在数据规模的“大”，更体现在数据的多样性、高速性

以及潜在价值的挖掘能力。[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数据的内

涵表现为通过对学生思想、行为、情感等多维度数据的采集与分

析，帮助教育者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精准把握学生的成长

需求。这种基于数据的教育模式，能够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

局限性，实现从“一刀切”到“个性化”的转变，从而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大数据的引入，不仅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也为教育理念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契

机。通过大数据技术，教育者可以更好地实现精准育人，培养符

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育人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设计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由于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不同学生在思想认知、价值

观念、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的教育内容往往采

用统一化、标准化的模式，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实际需求。[3]其

次，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存在脱节现象。当前的高校

思政教育内容多以理论知识为主，虽然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这些理论往往被简单地灌输给学生，缺乏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

结合。最后，教育内容的个性化供给不足。[4]由于缺乏对学生个

体特征的深入分析和精准把握，高校思政教育难以实现“因材施

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教师难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

学习特点、思想动态等信息，导致教育内容的供给缺乏针对性。

这种情况下，学生往往感到教育内容与自身需求不符，进而影响

其参与的积极性和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教育方法较为单一

当前，许多高校的思政教育仍然以课堂教学为主，采用“教

师讲授、学生听讲”的单向传输模式。[5]这种模式虽然能够系统地

传授理论知识，但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导致教

育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

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更倾向于个性化、互动化和场景化的

学习体验，而传统的单一教学方法难以满足这些需求。此外，思

政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价值引领性，需要通过多样化

的教育形式来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和践行意识。[6]然而，部分高校在

实际教学中过度依赖讲授法，忽视了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实践

体验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这种单一化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能导致学生对思政教育产生抵触情绪，甚

至出现“听而不闻、学而不思”的现象。特别是在面对复杂的社

会问题和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时，单一的教育方法难以帮助学生

建立全面的价值判断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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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者数据素养较低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育人目标对

教育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育者在

数据素养方面普遍较低，这一困境严重制约了大数据技术在思政

教育中的有效应用。[7]首先，教育者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不足，缺

乏对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的基本理解。许多思政教育工作者对

大数据技术的原理、工具和应用场景缺乏系统性的认识，无法充

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资源来优化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其次，教育者在数据分析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8]在面对海量学

生数据时，教育者往往难以准确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无法通过数

据挖掘技术识别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而难以实现精准育人的目

标。最后，教育者在持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方面的能力不足。大

数据技术发展迅速，工具和方法不断更新，而许多教育者缺乏主

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剧了

数据素养的不足。

三、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精准育人实施路径

（一）建设具有大数据精准育人素养的师资队伍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精准育人目标对师资

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9]首先，培养精准化数据育人思维

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高校教师需要认识到大数据技术在思政

教育中的重要性，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

态、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这种思维的培养需要通过系统的培训

和实践，使教师能够将大数据技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从而在

教学中实现精准定位学生需求、精准设计教学内容、精准实施教

育引导的目标。其次，提升专业化数据处理能力是师资队伍建设

的重要支撑。高校教师需要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常用工

具，例如数据采集、清洗、分析和可视化等技能。通过学习相关

课程或参与实践项目，教师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学

生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为不同学生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方案。[10]最

后，优化大数据师资队伍管理是实现精准育人目标的制度保障。

高校需要建立科学的师资队伍管理机制，通过制定明确的培训计

划和考核标准，激励教师主动学习大数据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教学

实践。同时，高校可以引入外部专家或与相关企业合作，为教

师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从而提升整体师资队伍的专业

水平。

（二）完善高校精准育人的数据平台

1.强化高校大数据核心技术

高校需要加强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等关键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通过引入分布式存储和计算框架，能够有效解决海量数

据的存储与处理问题；[11]通过优化数据清洗和特征提取算法，可以

提高数据质量，为精准分析提供可靠支撑；通过引入自然语言处理

和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实现对文本、图像、音频等多源异构数据的

深度挖掘，为思政教育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高校还应注重数

据安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通过数据加密、隐私保护等手段，确保

教育数据在采集、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

2.创新高校大数据应用系统

高校需要结合思政教育的实际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的大数

据应用系统。[12]例如，可以开发学生画像系统，通过整合学生的

课程成绩、行为轨迹、社交数据等多维度信息，构建全面的学生

画像，帮助教育者精准识别学生的个性特征、学习需求和思想动

态。同时，可以开发教学评估系统，通过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学

生的学习反馈等数据的分析，为教学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3.搭建高校大数据共享渠道

高校需要建立开放、共享、协同的数据平台，促进教育数据

的流通与共享。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数据开放平台，将经过脱

敏处理的教育数据向社会公开，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数据分析

与应用，推动教育数据的创新应用。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与政

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签订数据共享协

议，实现教育数据与其他社会数据的互联互通，为思政教育提供

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13]

（三） 精准供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通过大数据技术，高校可以全面采集学生的日常行为数据，

包括课堂表现、课外活动参与、网络学习轨迹等，从而构建多维

度的学生画像。这种画像不仅能够反映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特

点，还能揭示其思想动态和价值观倾向。[14]基于这些数据，教育

者可以精准识别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异，为他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

内容供给方案。另一方面，开展多维评价是保证内容客观性的必

要手段。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往往以考试成绩或教师主观评

价为主，难以全面反映教育效果。而通过多维评价体系，可以结

合大数据技术，从知识掌握、价值认同、行为表现等多个维度对

教育内容的效果进行评估。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在线学习轨迹

和讨论记录，可以评估其对教育内容的理解程度。基于这些多维

数据，教育者可以及时调整教育内容的供给策略，确保其科学性

和有效性。

（四）构建高校精准育人的安全保障机制

1.加强网络伦理建设

高校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引导师生正确认识和使

用网络数据，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同时，应制定网络伦

理规范，明确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使用的边界，确保数据的

合理利用。此外，还应将网络伦理教育融入思政课程，通过案例

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网络伦理素养，使其在大数

据环境下能够自觉维护数据安全和隐私权益。[15]

2.提升网络安全技术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升级，数

据泄露、系统攻击等风险日益突出。因此，高校需要加强网络安全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构建 robust 的技术防护体系。例如，可以采

用数据加密技术，确保敏感信息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此

外，高校还应建立网络安全监测平台，实时监控网络运行状态，及

时发现并应对潜在威胁。通过技术手段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数据

安全风险，为精准育人模式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3.完善网络安全管理

高校需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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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分工，形成协同联动的管理机制。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网

络安全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校的网络安全工作；制定数据

安全管理规范，明确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使用的审批流程；

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针对突发网络安全事件，能够快速反应并采

取有效措施。此外，高校还应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定期开展网络

安全检查和漏洞排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高校思政教育能够突破

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

变，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

针对性与实效性。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

展，高校思政教育的精准育人模式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与多元

化。高校需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积极拥抱技术变

革，探索大数据时代思政教育的新路径、新方法，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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