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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数字素养培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前高校教育中的两个重要议题，该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从两者的内在逻辑看，两者培育目标相一致、培育方式相融合、培育内容相契合。从价值维

度看，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能有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因此，应打造高水平数字素养的师资队伍、

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整合创新数字资源、革新传统教学方式，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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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have become two important topics in current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is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wo, the cultivation goals of the two are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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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methods are integrated, and the cultivation content is compatibl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value,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aculty with a high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ccupy the main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tegrate and innovate digital resources, and innovat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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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复

兴的主力军。新时代，我国青年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求“成才”，更要求“成人”，即培养德才兼备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数字信息技术的

发展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数字素养成为人们

生存的核心要素，关系着人们是否能保持正确三观，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当前，数字社会中的多

元化信息冲击着大学生，部分大学生鉴别能力不足，极易受错误思想影响。因此，培育大学生的数字素

养不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直接影响，更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主要聚

焦于数字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的现状、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研究。黄燕(2015)
指出，目前我国大学生存在信息检索和数字创新能力差、数字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1]。邢文明(2023)从动

机视角探究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旨在提高其数字素养水平，为高校数字素养教育提供思路和启

发[2]。盛思远(2022)基于数字素养框架，选择技术域、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建域、安全域和问题解决

域为 6 个一级指标，评价分析大学生数字素养的总体水平[3]。周海涛(2023)从课程、实践、安全等层面探

索提升大学生数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安全等素养的具体措施，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提供方法论参

考[4]。以上研究为本文探究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数字素养与思想政治

教育关系密切，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发现，仅有少量篇幅探讨相关问题，李秀芹(2022)在思想政治视角下研

究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问题[5]；崔楠(2023)探讨数字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6]；彭亚雄(2023)在数字

化背景下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7]。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

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析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提出具体实践路径，为现实教育提供参考。 

2. 大学生数字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 

2.1. 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 

“数字素养”一词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Alkalai)提出，随后保罗·吉尔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0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雷明凤，白晔 
 

 

DOI: 10.12677/ae.2025.151106 771 教育进展 
 

斯特(1997)将数字素养正式界定为了解和运用各种数字资源和信息的能力[8]。此后，国外学术界对数字

素养的研究不断深入，能力角度的研究不断增多。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和欧盟从个人能力角度将数

字素养界定为“个体在数字时代用批判思维对信息技术进行创新运用的能力”[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为，数字素养是检索和获取数字信息，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能力[10]。我国数字素养研究起步较

晚，肖俊洪(2006)首次提到“数字素养”一词后[11]，国内学者才开始深入研究。李德刚(2012)认为，数字

素养是更全面的素养，具体表现为“掌握数字技术，对数字内容及其背后规则以及数字媒介与社会各方

面之间关系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有效互动交往的能力”[12]。王佑镁(2013)提出，数字素养是由媒介

素养、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演进而成的综合概念[13]。施歌(2016)也认同数字素养的综合性，

将其定义为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运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14]。目前，国内外对数字素养尚未

形成统一界定，数字素养仍是一个模糊概念。综上，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概念，其定义侧重于对数字技

术的掌握以及运用数字资源的能力，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概括升华。本文认为数字素养是一种基本生活

能力，是 21 世纪的核心素养，是指人们在数字时代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2.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而来，早在 1985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就将其定义为“某

个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影响，以改变思想，引导行为的一

种社会实践活动”[15]。后来，张耀灿(2007)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社会或社会群体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用特定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准则影响成员，促使其形成与特定社会和阶级要求相适应的

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6]。陈万柏(2016)更具体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17]。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学校为主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以培

育正确三观为主要内容，由教师对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导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在

于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

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意识和修养，形成正确的政治理想和信

念，认知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责任，培养其政治积极性与责任感。二是思想道德教育，旨在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科学方法论以及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道德情操和良好

行为习惯。三是心理教育，旨在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促使其形成良好的性格、健康的人格和较高

水准的思维能力。四是法制教育，旨在培养学生遵法、守法意识，增强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能力。综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有特定内容体系的综合学科，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促进全面发展。 

3.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数字素养培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两个重要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育

人，其中心环节在于立德树人，核心在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数字素养培育则致力于培养学生辨别信息

真伪、运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两者看似脱节，但实际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数字素养培育

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3.1. 数字素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目标相一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国教育是要为国家培养建设性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高

校思政课建设，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指导方针，确定了立

德树人的核心任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对学生乃至全人类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校进行数字

素养培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数字生存能力，进而培养满足数字时代需求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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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为了培养有能力、能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两者都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以国家大政方针为导向，致力于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高校学生的数

字素养，目的在于使其面对纷繁复杂的数字时代，有一定的批判思维、辨别力和价值判断力，并保持独

特性，坚守正确三观；另外，培育高校学生的数字素养，能够提升其数字技能、数字创新力和数字安全

意识，进而适应数字时代发展，成长为能为国贡献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同样是培养

人才，通过实施系统化、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坚定四个自信，进而激励其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为国家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可见，数

字素养培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 

3.2. 数字素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方式相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导、各方互动的精神交流过程，是通过议程设置、制度构建、实践探索、文

本思考等方式，旨在塑造符合社会需求的价值共识、满足个人成长所需的价值信念。数字素养培育则是

依托数字素养框架设计课程教学，确保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和数字素养培育方式各异，

但培育方式的制定和使用需要与国家的培育目标、对象、内容和环境等相适应。两者培养目标具有内在

契合性，因此两者也有深度融合的可行性。 
数字素养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方式上具有相通性，两者方式可相互融合，共同培养社会

主义新时代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八个相统一”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响应号召，不断创新。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开设理论课、相关讲座和课外实践活动等

方式开展。同样，数字素养培育也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因此，可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既能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又能在无形中提升数字技

能。当前，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积极运用数字工具，结合现实案例教学，既促进学生形成正确三观，又

间接提升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这也是提升数字素养的表现。此外，数字素养培育旨在培养具有数字技

能、数字批判思维等能力的人才，这些能力有助于保持独立性并形成正确三观，进而形成正确道德素养，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数字素养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探索出促进人全面

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的个人素养。 

3.3. 数字素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内容相契合 

国家网信办指出，数字素养是指人们在数字社会生存所应具备的一系列数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具

体包括数字信息能力、数字意识、数字技能、数字创新能力和数字安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塑造学

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水平，促进全面发展。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我国对高水平数字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高度重视。数字素养的培育内容契合时代要求，这方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通。 
数字素养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具有契合性，二者都有与提高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能力相关的教学内容。数字素养培育是对数字意识、数字思维和数字技能等方面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

旨在立德树人，教育内容涵盖爱国主义、道德、法制、纪律和社会主义等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通过教师引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促使形成正确思想。

数字素养培育同样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学生的数字意识、批判思维和认知等能力。培养学

生的认知能力、理性和批判思维等能力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也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德纪律素养相联系。可见，数字素养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契合，二者

相互补充，共同提升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两者内容的相互融合将为数字时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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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培养其成为具有数字技能、创新精神、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 

4.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在数字社会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迈向新征程的内在要求。将数字素养的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对进

一步提升大学生个人素养，增强其在数字社会中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数

字信息技术融合，增强实效性”。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依赖线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陈旧，学生

接受程度较低，教学质量不乐观，阻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数字社会的发展要求思想政治

教育加快现代化进程。因此，培育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迈向现代化的时代所需。一方

面，数字素养培育有助于高校转变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同时增强学生的数字思考能力和创新力，

这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特征。因此，

高校必须进行现代化变革，才能顺应时代趋势，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另一方面，数字素

养培育有助于高校教师利用数字平台教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这不仅能培养大学生的数

字意识、增强数字技能，促使其通过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慕课等数字平台进行学习交流，还可以实

现跨校、跨年龄的资源共享与思想交流，构建社会价值认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向现代化进程。 

4.2. 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应该紧跟人民所在的地方，目前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

产生活的新空间，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开展课程教学、

课外活动和专题讲座等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但模式局限于课堂，学生被动接受，不利于个人能力和综

合素质的提升。数字时代具有高效和便捷等特点，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

此，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培育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势在必行。一方面，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有助于高校

有效利用数字资源、打造数字课堂、创新数字教学模式。具体来说，数字素养培育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聚焦于现实生活，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形式，创新数字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突破了知识的局限性，

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紧密联系，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引导学生结合实际分析课堂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大

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有助于数字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在无形中增强学生的思想深度、理论认知与实践能

力，促使其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授知识转变，鼓励其自由交流探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与虚拟相

融合，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型升级。 

4.3. 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占领”。高校是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

主阵地，数字时代大量错误思潮涌现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大学生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互联网

为其获取信息，增长见识、表达个人观点等提供便利，他们是社会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然而，目前的

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健全，信息繁杂，大学生因知识储备、人生阅历和鉴别力有限，难以准确判断信息真

伪。因此，培育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占领数字时代宣传阵地势在必行。一方面，培育大学生数字素养有

助于提升其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能引导其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有效分辨真假信息，理性选择有

用资源，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同时，能增强学生对网络信息敏锐性和洞察力，严守法律道德底线，不造

谣、不传谣、不轻信他人，抵制错误思潮，筑牢思想防线。另一方面，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有助于思想政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06


雷明凤，白晔 
 

 

DOI: 10.12677/ae.2025.151106 774 教育进展 
 

治教育突破时空限制，增强学生数字意识，推动其利用数字平台学习，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

课堂，实现跨时空的教育，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影响范围，占领学校和数字平台主阵地，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5.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学习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一代，几乎所有人都是数字信息的

获取者与传播者。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环境下，高校学生需增强数字风险的抵御能力，高校也应将数字素

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培养，以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提升大学生的核心竞争

能力。 

5.1. 打造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提升教育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和传授知识的方式、改变了教和学的关系。

这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能力和素养至关重要，对教

育工作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引领。其一，高校应积极引进

数字技术专业人才，根据本校的教学目标，组建一支理论基础扎实、技术过硬、素质优良的思想政治教

育师资队伍。其二，学校应加大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训力度。具体而言，可效仿西南交通大学的成功经验，

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开展数字素养相关教育讲座，对教师进行技能专题培训，开展数字技能竞赛，

激励教师熟练掌握数字技能，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其三，要加强对思政教师的管理和考核。将数字素养

水平纳入教师考核体系，建立健全教师数字素养评估机制，并将评估结果与个人晋升挂钩，提高教师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 

5.2. 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已成为大学生最受欢迎的数字平台。虽然这些

平台便于大学生了解时政新闻、丰富课余生活，但这些平台也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和不良思潮，对大学

生的价值观构成潜在威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以课堂为主阵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已

不适应当前环境的变化。因此，高校亟需有效利用数字平台，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其一，要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保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牢牢把握数字内容的价值导向。其二，高校

应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和数字图书馆建设，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学平台。

以西华大学为例，该校以“易班”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成功建立西华易班数字平台，为西

华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其三，高校应在抖音、微博等热门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关注评论热点

新闻、纠正错误思想、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突破时空限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健康的教育环境。 

5.3. 整合创新数字资源，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基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聚焦于爱国、纪律、道德等方面，都是以单一课堂和学生活动形式开展。然

而，在数字社会，学生和社会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思政课内容已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

因此必须注重数字资源的开发和现有资源的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坚实内容基础。其一，全面加强

校园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推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例如，四川财经职业技术学校已成功搭建“智慧

云课堂”平台，建成超星学习通等教育学习云平台，不断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有

力支撑。其二，全面推进数字化教材改革。也可借鉴四川职业技术学校的做法，建立如“智慧川财”这样

的教学平台，整合各专业教材、课程资源，如在线教学视频、电子教材等，为学生提供丰富学习资源。其

三，高校教师还应充分利用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资源，紧跟数字社会热点，利用数字技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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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学内容资源，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5.4. 革新传统教学方式，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教学环境由单一的现实空间转变为现实和虚拟相融合的复合空

间，这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丰富了教学形态。数字平台和传统课堂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

体。因此，在数字时代，高校应主动推进传统教育方式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其

一，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高质量的数字化教育平台，促进线上和线下教学深度融合。四川大学便是

此方面的典范，该校秉持以学生为根本的理念，以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为抓手，推进教

育教学全面革新。其二，教学模式要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为以学生为主导，开展交互式教学。在

数字时代，学生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数字技能，教师应放权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利用数字

工具自主学习，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思想交流，促进知识内化于心。其三，以地域文化为根基，整合教

育资源，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将数字化实景教学和思政教育实践相结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效能。 

6. 结语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培育大学生的数字素养不仅是应对时代变化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是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对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从大学生主体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入手，探讨数字素养培育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本研究从师资力量、教学平台、数字资源和教学方式等方

面提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提供有力

支撑。然而，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学界仍需深入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为未来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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