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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背景下高校思政铸魂育人模式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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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赋能教育管理转型升级，是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任务，是创新教育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

高校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发挥“德育铸魂”作用，数字化赋能思政铸魂育人模式具有

发挥思政铸魂科学育人潜能、提升思政铸魂育人深度水平、拓展思政铸魂育人精准定位的内涵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算法时代信

息茧房、数据资产整合欠佳、虚实结合边界模糊的发展挑战；高校可通过深入发掘思政育人元素，涵养铸魂育人生态构筑、深耕

数字赋能服务平台，完善思政铸魂育人成效、激发数字赋能创新活力，拓展德育实践载体建设的发展路径，打造契合学生实际需

求的思政铸魂育人发展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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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赋能高校思政铸魂育人内涵价值

1. 发挥思政铸魂科学育人潜能

数字化赋能教育管理转型升级是推进国家教育数字

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创新教育治理理念和

方式的重要举措。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系统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思想道

德素质建设为基础，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

义教育为重点，以提升学生文明修养、增强学生法律法

规意识、强化学生心理素质为关键，以拓展教育途径、

丰富优化教育载体与方法为抓手，以完善教育体制机制

为保障，努力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发

挥“德育铸魂”作用。

2. 提升思政铸魂育人深度水平

数字化和智能化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教育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战略议题。随

着现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大学

生学习生活的“第一环境”。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文件精神，坚持和加强党

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

新，坚决维护高校政治安全和校园稳定，强化“质量党

建、精准思政、积极维稳、数字赋能、系统推进”，以

全面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为牵引。作为个体，教

师需要培养适应时代教育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这不

仅需要个体的自我觉醒和强烈的危机意识，更需要学校

在整体上进行数字化教育的场景和文化的创造，为教师

教育能力的发展提供浸润式、体验式的机会。

3. 拓展思政铸魂育人精准定位

充分发挥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

术在高校思政铸魂育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数字化赋

能思政铸魂育人工作体系、内容、方式等全方位创新，

是新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构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新生态的重要举措。引领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

德修养，养成良好思想道德行为习惯；引领学生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心理健康实践，提升心理素质和抗压能

力，塑造阳光心理品质；引导学生加强法制学习，增强

法制观念和规矩意识，实践法治与人功能。破除传统的

“无缝隙管理”和“人盯人战术”观念，以尊重人、实

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价值定位，充分解放教师、解放学

生，以自主开放、创新超越的姿态，让师生畅游在数字

赋能的大思政

二、数字赋能高校思政铸魂育人发展挑战

1. 算法时代信息茧房

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算法背景的支持下，

个性化推送时代逐渐开启，萦绕算法为过滤推荐机制的

互联网信息分发机制逐步应用。传播媒介可接收评论、

创作监督并充当的角色多元差异化，在高校学生作为资

讯接受方、受教育方，过分赖与信息筛选机制形成的靶

向供应链，同质化内容更新迭代，导致受教育者自我探

索与求知的能力有所干扰。不同文化的特制的碰撞中，

凸显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交融特性，社群组织与圈层文

化的强烈的冲击单一直线式的信息传输渠道，一旦产生

思政网络舆情非常轻易能熏染情绪，学生容易凭借自身

的社群网络关系外扩，导致事件影响度爆发式剧增，学

生群体的分裂与信息循环受阻，导致舆论两极分化无法

进行全方位监测管理，导致舆论纠偏更加困难，极有可

能造成群体歧视、“信息茧房”。

2. 数据资产整合欠佳

数字技术虽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进行了应用与尝

试，但这些数字技术的运用尚局限于少数治理领域，且

缺乏大规模数据的深度整合和信息系统的有效集成。精

准识别是精准思政实践模式的逻辑前提。大数据加持下

的精准思政可以依据多模态、多场域、多空间的基础数

据、相关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行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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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精神需求进行精准识别。可扩展、可迭代、保障学

生信息安全的数据治理技术，从根本上打破数据孤岛，

真正实现精准决策和精细思政铸魂育人。学生通过信息

媒介增强视觉体验与感官冲击，伴随碎片化阅读及分散

性堆积知识，信息，但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筛选、

AI技术的运用下，真假信息难以辨别，存在电信诈骗、

违法犯罪、信息泄露等风险，难以消化思政教育内容的

系统。软件、硬件建设支持力度不够，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未能实现线上“一体化”动态管理、业

务办理功能。

3. 虚实结合边界模糊

高校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充分发挥学校自身主体作用，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机

制。《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

学相长也。” 因此大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存在由教到学，

由实践挑战到突破自我。依托数字资源打造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思政模式，抢占网络舆论阵地，把握网络育人

的主导权，引导师生强化网络安全意识，树立网络安全

思维，提升网络文明素养，构建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

昂、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不断建强网络信息员和评论

员队伍，及时应对和疏导网络舆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全

面覆盖是高校思政铸魂育人根本目的，显示与虚拟结合

创新了思政铸魂育人立体，性，高校学生在数字赋能背

景下，竭力于各个平台展示“理想人设”，塑造多重身

份，需求最大群体的支持与认可 [1]。但虚拟切换中边界

模糊，颠倒是非，混淆善恶，不辨美丑的行为，终将导

致思政育人中产生负面影响，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性。

三、数字赋能高校思政铸魂育人发展路径

1. 深入发掘思政育人元素，涵养铸魂育人生态构

筑

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网络建设和网

络评论队伍，建立健全网络工作队伍的培养培训和激励

评价体系。发挥共青团的价值引领作用，提升团建平台

育人效果。加强“灯塔工程”思想政治引领，增强“智

慧团建”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加强“青马工程”团干部

的教育培养，培养主题鲜明、丰富多彩的志愿公益服务、

团日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载体，充分发挥团组织在德育中

的实践功能，提高团员管理和组织能力，增强团员责任

意识和才干。

努力培育志愿公益活动品牌，打造优秀团支部和优

秀社团组织，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提升共青团在德育工作中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 [2]。树立互联网思维，加强

数字赋能阵地建设发挥宣传的主渠道作用，打造优势互

补、协作共进、融合发展的新媒体平台，占领网络主阵

地，把握舆论导向。着力增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制作

传播贴近大学生特点的新媒体产品，发出“好声音”，

传播“正能量”，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

在实践探索中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慧

化等数字技术创造性以标志性成果培育为导向，以一流

课程建设为引领，以深化思政课改革为重点，以质量监

控为保障，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动力，深入落实“八个相

统一”原则，转变传统教学理念，完善思政课程体系，

深化探索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的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优化教学方式方法，挖掘各种资源，努力实

现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将思政

课讲活、讲深、讲透，有效发挥思政课在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中的关键课程作用。

2. 深耕数字赋能服务平台，完善思政铸魂育人成

效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哲学社会

科学课程和专业课程“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体系，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通，构建高水平的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实现从“思政课程”主渠道育

人向“课程思政”立体化育人的创造性转化，运用德育

的学科思维，深度发掘除思政课之外的各类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提升育人实效。 

释放数字化技术效能，创新网络思政工作方式。

合理使用虚拟现实、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有助于提高网络思政工作精准力度与配置效率，

做到精准滴灌、润物无声。可以通过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元宇宙等技术的合理应用，打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融

合高校思政特色、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沉浸式思政课

程，为网络思政教育注入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大学生的

体验感和获得感。要加快数据创新应用，强化数据安全

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通过数据共享、数据

画像、数据建模等方式畅通思政数据资源大循环。要探

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化思政模式，合理运用 AI

技术对思政教育过程进行智能管理与分析，完善智慧校

园、智慧课堂、智慧思政、智慧学工等平台建设，打造

契合学生实际需求的思政教育新生态 [3]。

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在历史教育系列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红精神系列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等“大思政课”

课程项目实践过程中，广大教师带领学生沉浸式进入历

史场景，开展与历史人物跨时空对话活动，真正提升了

“大思政课”课程活力和对学生的吸引力，达到了打开

心扉、沟通心灵、启迪心智的效果。围绕学生兴趣特长、

成长需求、学习生活等内容，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化、

精细化、精致化投放优质思政内容和产品，推动网上理

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网络空间建设成为凝聚青

年共识的“能量场”。

3. 激发数字赋能创新活力，拓展德育实践载体建

设

借助数字化技术，以云校为纽带将各学校“大思

政课”教学的优秀案例、优质素材、示范课程等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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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储备，作为“大思政课”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力

求使“大思政课”课堂平台真正大起来、视野真正宽起

来、内容真正活起来。思政育人工作是教育数字化的生

动实践，是一项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复杂度高的系统

工程，需要重点培养一批有数字思维、数字认知、数字

技能的思政教育工作者，加快构建“全、精、专”的工

作体系。发挥思政课专任教师“主力军”作用。

打造个性化“大思政课”沉浸体验交互学习中心，

充分利用VR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语音识别、

人机互动等现代技术，借助线上平台和移动端 APP 加以

应用与推广，做到形式新颖、内容精彩、亮点突出，充

分调动起近端、远端学生的课堂互动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形成一股“追课”风潮。形成“学校—学院—教研室”

三级培养体系，优化队伍结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

金牌讲师，进一步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改革创

新能力，发挥思政课教师育人的关键作用；持续常态化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等系列主

题教育，宣传各类先进典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强化

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德育为先”

的理念，合力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在构建“大思政”

育人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 [4]。

强化德育意识，班主任队伍建设扎实落实管理、

考评制度，落实工作职责，发挥“五育导师”、班主任

工作实效，教师骨干队伍的整体发展，凸显育人成效。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党建平台育人效果。发挥党组

织在德育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育人保障功能，把组织建

设与德育工作有机结合，落实“支部建在专业上”基层

党支部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师生党支部共建，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与专业人才培养相融合，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

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开拓“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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