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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新趋势，高校思政教育因其特殊性必然要走在变革的前端，但在其数字

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技术应用尚待完善、教师教学观念需要转变、教师教学能力需要提升、现有教材需

要改进、学生数字素养能力尚待提升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完善数字化技术设施、教师需树立人机协

同观念、再造教师结构能力、加快数字教材建设、提高受教育者数字素养等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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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Due to its particular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be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its digital development, it fac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ap-
plication of technolog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eachers needs to be changed, 
the teaching 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existing teaching materials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
ment, such as improving digital technology facilities,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huma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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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reconstructing teachers’ structural abilit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du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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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数字化发展与转型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做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

策，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教育数字化。之后国家更是围绕数字中国进行了多番部署，《“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要开展“互联网 + 教育”云网一体化建设。加快建设中国教育专用网络和“互联

网 + 教育”大平台，构建泛在的网络学习空间，支撑各类创新型教学的常态化应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开放共享[1]。2022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之后不久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通上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2023 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建设作为教育工作重点任务，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做好大数据中心建设、数

据充分赋能、有效公共服务、扩大国际合作四件事[3]。国家部署、会议强调、政策文件都表明教育数字

化是教育领域的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教育领头羊也应拥抱时代变化并且积极布局教育转

型。同时高校因其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素养相对较强的教师与学生，在数字化转型发

展中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高校思政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教育内容，也应根据自身学科特点

寻求数字化转型。 

2.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 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符合国家发展大势。思政教育对于青年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

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至关重要，正确的五观不仅关系到青年自身的长久发展，也关系到国家

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信仰坚定的青年一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引价值方向、凝聚价值共识、培育建设主体、提供精神动

力、纾解社会矛盾的实践性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价值支撑[4]。在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因其

特殊性必须在数字化转型中率先进行试点和实现，积极拥抱新的变化。 
(二) 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从 5G、

物联网、区块链到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计算，诸多领域的新兴数字技术交汇互动形成一种组合式创

新的信息技术体系，正在颠覆性地突破可能的边界，搭建起现实世界与虚拟赛博空间双向互构的全新社

会图景，万物泛在互联、人机深度交互、媒介全面覆盖将成为当下及未来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5]。技术

具有两面性，虽然导致了碎片化阅读、浅层思考等弊端，但一味地禁止显然是不可取的，如何寻求到与

社会变化相适应的教育模式、使技术应用于教育上发挥利大于弊的作用才是重要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也

是基于有这样的考虑，因此思政教育进行数字化发展也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十分必要的。 
(三) 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符合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寻求自我突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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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亦是如此。随着时代变化，思政教育的内涵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思政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

教育形式也在改变，因此借助技术的发展丰富自身也是教育自我突破的一种方式。 

3.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技术应用尚待完善。目前经过教育信息化发展，各大高校的网络环境已经有一定基础，也搭建

了一些网络教育平台。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MOOC 等，但数字化远不止于此，需要开发更

多创新型智能教育应用及平台，解决技术瓶颈，降低成本使高精尖技术普遍应用在教学环境中，更高效

的提供迅捷、优质、双向互动、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创新教学模式，实时记录更新并提供个性化学习方

案，以上的实现均依赖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尤其对于思政教育而言，并不仅仅在于信息的传播，更在

于对心智的启迪和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它对有效交互式课堂的构建、多样的教学环境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就需要快速适当的数字化发展来为思政教育创新教学模式提供新的可能性。 
(二) 教师教学观念需要转变。将教育数字化理解为依赖教学媒介的改变或者完全无视技术的作用，

这两种观点不免都有些狭隘，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变过程的实际操作者要保持正确的教学观念。教育

数字化的核心不在技术根本还是在于人的使用，数字技术是服务于教学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但教师也不

能把技术仅仅理解为辅助“教”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促进“学”的途径，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引导

者。未来数字化时代教师有可能要与 AI 老师进行协作，改变观念将数字技术由辅助人的关系转变为协同

关系也是必要的。教师观念的转变会引发对技术的不同态度、也会影响对技术的使用方式和体验。因此，

教师的观念与意识才是教育改革兴废、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6]。 
(三) 教师教学能力需要提升。在面临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教师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迁移使用，必须加

以改变才能适应新的教学生态，这也是教师面临的又一困境。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已基本具备信息化教

学环境，搭建无线网络的学校数量超过 21 万所，86.2%的学校实现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7]，大学的

数字化基础设施更是完备，然而物质的完备并不代表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如果教师没有相应的与时俱

进的能力结构作为支撑，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话，甚至会出现传统方法与新技术结合反而产生 1 + 
1 < 2 的负面效果，从而阻断新技术的应用，阻碍教育发展的现象。 

(四) 现有教材需要改进。教材作为教育的载体，不仅仅是内容的呈现，也深刻影响着学习者的学习

思维和习惯。传统纸质或电子版思政教材局限于给学生提供静态的学习资料，并不能对学生学习状况进

行有效判断，或者只能凭借作业或测验的形式来得到学习成效的反馈进行评价，无法为学生个性化选择

学习内容提供支持，属于教师单方面输出与学生被动无差别接受。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材的

顺时改变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体现在教材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教材的形式和呈现方式上。但是在数字

教材建设上存在着诸如简化为“电子文本”、等同于“多媒体资源库”、异化为“答题教师”的问题[8]。
尤其对于思政课而言，课程本身就肩负思维启发功效，如果教材只是单纯的文字复述或网上随处可查的

内容集锦，那思政课本身存在的价值如何体现，虽不至于完全没有育人功能但至少是缺失了一条重要途

径。 
(五) 学生数字素养的提升。目前大学生几乎都具备了网络使用能力，但也有些因此陷入到碎片化阅

读、沉浸于短视频等技术弊端中，更严重的无法识别网络上的带节奏信息而导致被利用，从而产生对国

家大政方针、法律修订等的一些意见，符合实际的意见当然是应该被采纳，但应警惕国外势力在网络的

渗透，尤其大数据精准推送很容易让人陷入信息茧房从而不会怀疑信息的真实性，给学生的数字素养带

来挑战。所以在网络开展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育是必要的，这也是思政课数字化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4. 改进途径 

(一) 完善数字化技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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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创新型教育平台的搭建，不仅仅局限于课程的提供和作业的上传等基础功能，而是可以实现

同步线下数据采集和处理的高水平教育平台。其次学校可以配备专门的实验教室，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舒适的、灵活的、智能的混合式学习空间，教室布局方便调整，满足创客学习、小组学

习等不同类型学习活动开展的条件。同时，教室里要安装必要的投影、移动终端、VR/AR、3D 打印、生

物特征提取等设备[9]，以方便实时捕捉采集、上传记录、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再结合 5G、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生成个性化专属分析报告，并能根据精准的智能报告反馈及时调整学习节奏及内

容，这是数字化技术发展才能提供的技术支持。对于思政教育而言，完全可以采用由技术支撑实现的沉

浸式体验课堂作为试点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同一教学空间内实现多种主题的自我探索，完成学生自己的

学习之路。教师可以通过平台数据的呈现来把握学生的兴趣点、困惑点，并有针对性的利用实时交互技

术进行引导，只有技术的不断进步才能实现对教学模式的新型探索。 
(二) 教师要树立人机协同合作的观念。数字化时代技术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应用，这一历史趋势

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教育数字化转型下要培养教师人机协同合作能力，首先就需要培养教师的人机

协同观念。要重新认识人和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数字技术变革对教师的教育工作所产生的影响，

认识到人类教师和未来的智能线上教师在教育当中各自的优劣势，从而进行人与智能教师之间的合理分

工和科学协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无限放大技术的优势，协同关系中教师仍然是主导者，教师要充分认

识到这一点，在技术面前还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保持自身的主导自信。 
(三) 再造教师能力结构。数字化时代，教师的能力结构也要相应的发生改变。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

智能对学生各项数据的捕捉和分析得以实现，更好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因此教师首先要提高的

是技术媒介的使用能力，要学会使用新的设备和平台。其次是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的

了解，这对个性化的学生服务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心理知识的掌握，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因为不管

教学环境如何变化，教育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互动。三是提高人机协同能力，与 AI 老师做各自擅长的

事情，利用技术弥补人类的生物性不足，更好的了解学生。在人人成为自媒体的今天以及信息壁垒逐渐

打破的未来，思政教师对于时政热点的把握、对于国事民情的看法态度、对于大政方针的精确解读都可

以借助技术的发展得到传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优质内容作为背书，因此教师

专业能力素养还是本质，这也要求教师要具备自我成长的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可能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 
(四) 数字教材建设。数字教材依托智能教学系统，捕捉分析学习者的生物体征信息、教学资源使用

信息、在线平台学习行为日志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进行模型量化，运

用推荐算法遴选出适合学习者的最优学习路径，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荐学习资源，支持学生按需选学，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8]。同时在对教育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智能教材还具有过程跟踪与实时记录的

技术优势，真正做到实时过程性评价。数字教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材，而是交互式体验平台，兼具需

求分析、学习情况分析、学习追踪等功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推荐、智能导学、深度互动等教育功能，

是一种创新型教材形态。 
(五) 提高受教育者的数字素养。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的获取方式，在数字时代学生接收的信息都是

个性化定制的，除了平台的监管之外，只有学生本人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才能予以甄别，才能够抵制不

良诱导的侵蚀，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中保持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5. 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教育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为人才个性化培养、教育精细化管理

提供有效方案。面对技术应用尚待完善、教师教学观念需要转变、教学能力需要提升、现有教材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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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数字素养尚待提升等问题，相应的有完善数字化技术设施、教师需树立人机协同观念、再造教

师结构能力、加快数字教材建设、提高受教育者数字素养等改进建议。但是数字化转型绝对不止本文所

列出的几个问题和改进途径，例如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面临受众扩大化的问题等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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