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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课程思政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在课程思政

教育中应用效果的诱发因素。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效果的积极诱因为：应用程度、使用意愿、技术挑战和未来导向等。人工智能在提高

教学和学习质量、促进教育平衡和满意度方面具有潜力，也面临技术挑战、价值冲突、技术安全和角色

适应问题。研究结果为课程思政教育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方向，促进了相关技术教育实践和政策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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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ppli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application effect 
incentives of AI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Public Sector Human Re-
source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inducing factor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I technology include: application de-
gree, usage willingness, 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orientation, etc. AI has the potential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mote educational balance and satisfaction, but it also 
faces technical challenges, value conflicts, technical security and role adaptation issues. The re-
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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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课程思政是将课程知识联系思政要素，在专业教学过程让学生把握思政元素，为高等教学中完成

“三全育人”工作提供基础渠道。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产能，它推动着全行业的运行模式变革。课程思政教

学与专业学习不同，不仅需要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融合，还需要把握学术前沿，进行专业知识和课程思

政融合研究。因此，人工智能在赋能学生课程思政教学，把握课程目标、融合思想元素、提升案例探索空

间和实现学生思想的全面自由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学生已经进入知识探索的初级阶段，对前沿知识充满好奇和憧憬，需要极强的工具支撑；其次，他

们的思想整体体系逐渐完善，但其所受的思想教育主要在思政课程中。在专业应用和科研探索之后无法

应用，无法持续地巩固思政要点和精髓。将专业探索与思政知识的场景联接起来需要具大的劳动储备。

比如，专业基础和前沿知识的储备，与相应的思政知识融合模式，融合后与前沿探索之间的关系。这些

过程的厘清和完成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信息处理，学生很难独立承担。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将专业知识、

前沿方向和思政案例进行模型性匹配，快速定位相应的联接要点，偏于人类融会贯通。因此，人工智能

赋能学生课程思政，不仅能节省海量知识搜索过程，还能提升课程思政的融合方向和前沿研究概率，为

学生提升课程思政的科研能力提供必要的保障。 

3. 课程内容设置 

葛玉辉和王淑君(2023)证实能够通过整合人力资源管理和国家人才战略的路径来进行课程思政的融

合[1]。因此，如表 1 所示，本文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构建专业知识、信息能力和价

值取向同时并行的教学目的，凭借 AI 的搜索和自学习功能进行爬虫和联接，了解专业知识和思政的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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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此为契机，衔接案例进行内容推广，让学生快速了解其隐含的思政价值和专业功能，将课程专业

与思政融为一体。具体课程衔接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ching framewor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表 1. 人工智能课程思政匹配框架 

教学章节 主要内容 思政内容 AI 衔接点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概述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界

定，传统人事管理与现代公

共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异同 

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强国战

略和人才管理政策 
国家人才标准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的档次分类匹配分析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战略

管理 

明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战略

的基本意涵，掌握需求和供

给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平衡

人力资源供需的策略 

匹配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境内

人才的需求和供给预测与平

衡 

设置不同人才战略情境下的人才供

需匹配仿真和策略模拟 

公共部门职

位管理 
公共部门职位分析，职位设

计和分类管理 
国家关键岗位分析的标准和

过程 

按照国境内三大产业布局析出所有

岗位说明书的核心内容，进行分类

匹配，构建国家关键岗位特征和人

才特征的匹配框架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选拔 
公共部门人员选拔的程序和

方法 
行政能力测试，申论，以及结

构化面试的依据和应用效果 

根据国家各个关键岗位的胜任素质

要求构建 AI 胜任素质大模型，以此

测试候选人，对比入职绩效，调试大

模型选拔精度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培训 
公共部门培训类型和实施程

序，并评估培训效果 
国家新时代人才培训的三个

维度：广度，深度和高度 
设计多种培训类型，拟合职员培训

学习效果和转化效率 

公共部门绩

效管理 绩效考核体系和标准 新时代人才考核标准，道德

和才能的权衡 
按道德值和业绩值分别配置相应的

大模型考核体系，模拟应用效能 

公共部门薪

酬福利管理 
薪酬和福利的设计方法和原

则 

国家新时代人才的薪酬分配

原则：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福

利设计的国家责任意识与道

德水平指针 

将国家境内所有岗位的工资和福利

特征进行汇总，大数据提炼其公平

和效率的组织方向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职业

生涯管理 

职业选择理论和规划原则，

公共部门职业生涯管理过程 

根据新时代国家的人才需

要，设计匹配符合区域战略

发展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拟合各种职业定位下的人才发展路

径，并介入不同的规划干预，测算最

后的职业发展路径与特征 

4. 研究问题 

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算法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迅速渗透到学

生教育领域，特别是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认知计算等领域的突破，为教育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化。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还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学界逐渐讨论

人工智能在课程思政上的应用效果。例如，王佳和刘献岭(2024)提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赋能思政价值来改

善教学模式，提升专业课程和思政知识的融通作用[2]。然而，这些讨论只在理论层面，没有获得实证数

据的支持。本文旨在通过实证数据验证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并识别提升其效果

的诱导因素。本文的研究为改善课程思政教育的技术配置方案提供参考路径。路径逻辑尊重“可用、愿

用、能用、预用”等过程。 
从可用性来说，学员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调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范围和多样性决定了 AI 的使用效

果。比如，智能助教可以实现简单问题答疑、智能化作业批改、学习资源/路线推荐、课后练习推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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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助教可以处理大量的学生查询，解答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及时反馈和灵活的学习资源，

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3]。从“愿用”角度分析，学员不断使用 AI 教学辅助工具，可以充分挖掘

智能软件的潜能，让其应用效果在教学、互动和反馈过程中逐渐呈现。从技术挑战而言，适度难度的目

标可以激发行为主体的探索动机，但难度超过人们的承受范围时，他们会受挫，应用积极性会下降。因

此，技术挑战对 AI 应用效果的作用极为复杂，需要实证证明。从未来目标视角来看，AI 在社会的应用

趋势已势不可挡。AI 的算力优势和自学习能力可以辅助教育业务上的互动不足和反馈滞后的问题，优化

教学效果。从课程思政的结构内容来看，需要智能联接思政与专业的知识点，保持 AI 工具的可用性；其

次，智能嵌入体验以使用意愿的形式展现；随后，技术挑战干扰着思政和专业知识的智能联接；最后以

未来导向的方式解决思政和专业知识的衔接难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使用

意愿、面临的技术挑战和未来导向水平对本课程的应用效果有怎样的影响？ 

5. 研究设计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思政是一门高校网络平台公共选修课程，在职研究生，全日制在校

生均可选修。课堂上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文心一言作为主要的教学软件，师生在课堂教学，知识问

题和互动方面均需要使用。为了深入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在学生教育中应用人工智能的态度、看法、经验

和期待，探讨文心一言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生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份在线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当前职业、所

在的教育机构类型、所在的学科领域、人工智能使用频率和操作熟练程度。问卷的第二部分包括 29 个题

目，旨在探讨参与者对在课程思政教育中应用人工智能的体验，包括整体应用效果评价、使用意愿、人

工智能的应用效果、应用中面临的技术挑战、以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导向作用。这些问题和本文的研究目

标一致。答题项采用里克特 4 点量表显示，1 表示非常不同意，4 表示非常同意。 
问卷数据先后采用信效度分析保证量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再使用相关系数分析人工智能应用效果

与相关因素可能的初步关系，最后使用多元层次分析呈现各个相关因素对人工智能课程应用效果的影响

系数和显著度。 

6. 研究结果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 7 个平行班 449 名学员中，人口特征分布较为广泛。如表 2 所示，课程参与者的性别比例相对均

衡，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年龄分布以 19~30 岁的青年群体为主，占比超过七成；职业主要集中在学生

群体，占 72.44%，其次是教师和行政人员；学员所属的教育机构类型中，普通高等学校占主导地位，接

近一半，此外民办学生教育机构和成人高等学校也有一定比例。总体来看，数据主要反映了相关人群对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的关注和反馈。 
表 3 所示，关于人工智能在学生教育中的使用频率，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偶尔使用或经常使用人工智

能技术。具体而言，约 37.36%的受访者偶尔使用人工智能，34.17%的人经常使用，而从未使用和很少使

用的比例较低，分别为 8.66%和 19.82%。这表明，尽管并非所有受访者都频繁使用人工智能，但其在学

生教育中的应用已相对普及，且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和使用。在操作熟练程度方面，受访者的分布较为广

泛。约 37.5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人工智能操作“比较熟练”，27.79%的人“非常熟练”，而 28.47%的

受访者为“初学者”，仅有 6.15%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人工智能。这表明，尽管仍有一部分受访者处

于学习阶段，但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熟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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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2. 人口统计变量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209 47.61 47.61 

女 224 51.03 98.63 

其他 2 0.46 99.09 

保密 4 0.91 100 

年龄 

18 岁及以下 24 5.47 5.47 

19~30 岁 321 73.12 78.59 

31~45 岁 74 16.86 95.44 

46 岁及以上 20 4.56 100 

职业 

学生 318 72.44 72.44 

教师 69 15.72 88.15 

行政人员 33 7.52 95.67 

技术支持人员 17 3.87 99.54 

其他 2 0.46 100 

教育机构类型 

成人高等学校 65 14.81 14.81 

普通高等学校 218 49.66 64.46 

科研机构 38 8.66 73.12 

研究生教育机构 118 26.88 100 

合计 439 100 100 

 
Table 3. Participants’ AI proficiency and usage 
表 3. 参与者人工智能熟练度和使用度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人工智能使用频率 

从未使用 38 8.66 8.66 

很少使用 87 19.82 28.47 

偶尔使用 164 37.36 65.83 

经常使用 150 34.17 100 

操作熟练程度 

完全不了解 27 6.15 6.15 

初学者 125 28.47 34.62 

比较熟练 165 37.59 72.21 

非常熟练 122 27.79 100 

合计 439 100 100 

6.2. 信度分析 

如表 4 所示，各变量 Cronbach’s Alpha 系数都高于 0.7，这表明问卷中的各个条目在衡量相同概念时

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同时，高信度系数意味着调查中的问题是可靠的，它们在衡量目标概念时保持了一

致性。这也增加了调查结果可信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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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4. 信度分析 

维度 题项 项已删除的 α系数 Cronbach’s α系数 

应用程度 

A1 0.813 

0.846 
A2 0.801 

A3 0.81 

A4 0.798 

使用意愿 

B1 0.822 

0.854 

B2 0.829 

B3 0.818 

B4 0.832 

B5 0.819 

应用效果 

C1 0.835 

0.86 

C2 0.846 

C3 0.837 

C4 0.839 

C5 0.833 

C6 0.831 

技术挑战 

D1 0.831 

0.858 

D2 0.835 
D3 0.838 
D4 0.839 
D5 0.834 
D6 0.832 

未来导向 

E1 0.833 

0.861 

E2 0.841 
E3 0.835 
E4 0.836 
E5 0.842 
E6 0.837 

6.3. 效度分析 

(1)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表 5 显示，本次调查的 KMO 为 0.917，并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支持了数据之间存在共因性。

这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 
 

Table 5. KMO and Bartlett analysis 
表 5. KMO 和 Bartlett 分析 

KMO 值 0.91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283.08 

df 351 
p 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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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查看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确定每个变量的主要因子归属。因子载荷值较高(通常大于 0.4)的

变量被认为在该因子上有显著贡献。最大方差旋转后，确定研究项与因子间的关系。如表 6 所示，排除

小系数(0.4 以下)后，通过观察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可知，题项对应因子载荷均超过了 0.4，对应关系与

预设相符合，说明本研究数据效度良好。 
 

Table 6. Factor analysis 
表 6. 因子分析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A1     0.76 
A2     0.782 
A3     0.742 
A4     0.785 
B1    0.768  
B2    0.732  
B3    0.765  
B4    0.712  
B5    0.748  
C1 0.734     
C2 0.673     
C3 0.742     
C4 0.743     
C5 0.733     
C6 0.777     
D1  0.761    
D2  0.728    
D3  0.715    
D4  0.726    
D5  0.74    
D6  0.704    
E1   0.722   
E2   0.737   
E3   0.739   
E4   0.71   
E5   0.726   
E6   0.752   

6.4. 相关性分析 

如表 7 所示，各个变量的均值都大于正态分布均值 2.5，说明各个变量对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各

项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应用程度与使用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63，说明应用

程序的使用频率与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意愿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应用程度与应用效果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0.391，表明两者也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此外，技术挑战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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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35 至 0.38 之间，显示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挑战因素与应用程序、使用意愿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联系。

总体来看，各项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人工智能在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在多个维度上相互

影响，具有较强的互依性。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7. 相关性分析 

 应用程度 使用意愿 应用效果 技术挑战 未来导向 

应用程度 2.91 (0.797)     

使用意愿 0.463*** 2.873 (0.696)    

应用效果 0.391*** 0.306*** 2.865 (0.689)   

技术挑战 0.356*** 0.385*** 0.380*** 2.751 (0.663)  

未来导向 0.359*** 0.415*** 0.352*** 0.350*** 2.809 (0.687) 

注：对角线部分是各个变量的均值，括号中显示的是其标准差。 

6.5. 层次回归分析 

Table 8.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8. 层次回归分析 

 应用效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B 标准误 Beta 

常数 −0.091 0.262 - −0.348 0.728 

性别 −0.044 0.056 −0.031 −0.787 0.431 

年龄 0.102 0.052 0.078 1.985 0.048* 

职业 0.015 0.038 0.015 0.393 0.694 

教育机构类型 0.069 0.024 0.11 2.809 0.005** 

人工智能使用频率 0.095 0.04 0.112 2.357 0.019* 

操作熟练度 0.106 0.044 0.119 2.395 0.017* 

使用意愿 0.227 0.058 0.199 3.897 0.000*** 

技术挑战 0.131 0.054 0.109 2.428 0.016* 

未来导向 0.14 0.052 0.121 2.666 0.008** 

R2 0.36 

调整 R2 0.343 

F F (11,427) = 21.820, p = 0.000 
 

表 8 所示，多个变量对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年龄、教育机构

类型、人工智能使用频率、操作熟练程度、使用意愿、应用效果、技术挑战和未来导向均与应用效果显

著相关，且具有正向影响。特别是使用意愿的标准化系数较大，为 0.199。此外，年龄(p = 0.048)、教育

机构类型(p = 0.005)、人工智能使用频率(p = 0.019)，操作熟练度(p = 0.017)，技术挑战(p = 0. 109)和未来

导向(p = 0.121)也表现出对人工智能应用效果较强的正向关系，表明这些因素与应用效果的提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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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性别和职业对应用效果的影响不显著(p = 0.431 和 p = 0.694)，其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31 和 0.015，
表明这两个变量对人工智能应用效果的影响较小。整体模型的R2值为 0.36，表明所选自变量能够解释 36%
的应用效果变异，且模型整体显著(F (11,427) = 21.820, p = 0.000)，说明该回归模型对人工智能在高等教

育中的应用效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7. 讨论 

7.1. 使用意愿分析 

在高等教育中，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教师的得力助手。传统的教学资源下，需要教师从事评阅、考

核专业和思政内容等大量重复性的工作，容易产生职业倦怠，难以在课堂内容优化上投入精力。人工智

能的出现提供了智能识别和内容衔接模型等教学辅助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减轻教师同时兼顾课程专业知

识和思政内容的负担，提高教学效率[4]。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教师还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思

政和专业学习情况，并据此制定更为精确的贯通性教学计划，实现教学效果的实时监测和管理。此外，

智能技术还促进了思政和专业资源的开放共享，使教师能够获取更广泛和多样化的融合资源，提升教学

内容的质量和针对性[5]。 
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思政的应用提高了双元学习效率。AI 通过分析学生的进度和兴趣，定制专业知

识和思政融合的学习计划。通过个性化反馈促进学生自我认知，及时识别并支持有思政融通兴趣的学生，

从而激发学习动机，提升学习效率。作为智能辅导工具，AI 还能够实时响应学生问题，提供反馈和解题

指导，强化专业和思政关键知识点的衔接。在面对复杂问题时，AI 可以模拟各种情景，提供多样化的解

决方案，激励学生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这种互动式学习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学会评估不同观点，

引导学生识别信息的真实性，培养学生质疑和反思的能力。AI 技术还通过多样化学习方式，如 VR 和 AR，
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和就业市场做好准备[6]。 

7.2. 推广频率和使用度分析 

人工智能推动了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从注重知识灌输和应试能力培养转变为更加注重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培养。通过 AI 技术的赋能，高等教育可以实现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如项目

式教学、游戏化教学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AI 技术还可以支持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新

型教学模式的发展，使得教育更加便捷和高效。这些变革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学习空间和机会[7]。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学生的使用意愿和应用程度都较好，且促进了人工智能

的教育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驱动了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学科建设上，高校需依据社会需求设立人工智能相

关学科，培养产业所需人才，同时促进“人工智能 + X”交叉学科的发展，模糊学科界限，并将 AI 素养

纳入通识教育。管理模式上，AI 技术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效率，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决策，优化资源

配置。教育理念亦随之转变，强调构建“大教育”观，打破学科壁垒，提供个性化学习空间，重视产教融

合，推动教育多元化、综合化和智能化发展[8]。 

7.3. 意外发现分析 

本文发现年龄对人工智能在课程思政的应用效果有正向影响。这与年轻人更易习得人工智能技术等

常识不符。然而，本文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衔接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效果，除了技术应用水平外更注重

思政价值的敏感性。尽管年轻学员操作 AI 技术更加熟练，但年长学员拥有更多的专业和思政知识储备，

抵消了其技术不足的劣势。同时，教育机构类型上，随着从民办院校到研究生院所等研究层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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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思政上的应用效果越好。这说明研究层次越高，学员的专业和思政融通需要更为强

烈，借助技术的学习效果越强。此外，本文发现技术挑战增强了人工智能的应用效果。这说明在构建专

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技术模拟环境过程中，目标难度激活了学员探索课程思政的内在动机。在可承受的

范围内，技术挑战激励了学生主动融通课程思政的趣味需求。 

7.4. 挑战与建议 

尽管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课程思政教育这一复杂且多变的领域中，其应用仍

面临诸多技术难题。AI 技术依赖算法与数据来执行任务，为教育提供了个性化学习与教学的新方式，提

升了教育的效率与体验，但技术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学习数据的稀疏性可能导致个性化方案精准

性有所欠缺。现有的智能教学系统大多依赖于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但在实际教学环境中，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系统的预测准确性受到限制。在数据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模型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此外，教育者和管理者可能会过度依赖这些技术来解决教学和管

理上的问题，学习者也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获取知识和信息，这可能导致教与学中的技术依赖风

险，忽视教学过程中的反思和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重要性。为了克服这些技术挑战，研发人员需要不

断深化技术研发，优化算法，并结合教育专家的知识，创建更加智能的交互系统。这包括开发更加精准

的学习分析工具，提高系统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情感识别能力，以及构建能够自适应调整教学策略的

智能教学系统。同时，教育机构需要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引进先进的智能教学设备和系统，为

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9]。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需要大量的学生数据作为支撑。包括学业成绩、个人背景等等。

教师和学生普遍担心使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会残留使用者个人信息，商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用于非教育

用途。人工智能在数据收集、存储和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不断进化，这大大提升了标的信息的泄露风

险[9]。为了保障学生的数据安全和隐私权益，高等教育机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应该建立严格的数据

保护法规和政策框架，明确数据的收集、使用和管理规范。应该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和匿名化技术，确

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学生数据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的数据泄露风险。加强对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数据保护意识和能力。 
传统的高等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

能会使教育过程更加标准化和程序化，从而削弱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发展。本文发现学会未来导向有助

于提升 AI 的教学效果。尽管在“人工智能 + 教育”场景下，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育过程

在于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不变。技术应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主导或取代教育

过程。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会加剧教育不公平现象，不利于国家整体教育资源布局。经

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和学校无法承担高昂的技术成本，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在推进人

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的应用时，必须充分考虑其价值层面的影响，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和可持

续性。这包括制定公平和伦理的使用原则和标准，确保技术的普及性和可访问性，以及加强对教育行业

的监管和评估[10] [11]。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对教师和学生角色带来了冲击。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而逐渐演变为学

习引导者和辅助者。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还需要掌握一系列新的教学工具

和方法。教师需要正确认识和掌握新技术，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特点、应用场景以及在教学中的潜力与

价值，以便更好地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发挥其最大的教育作用。同时，教师需要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如个性化教学、项目式教学、人机协作教学等，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创造力和批判力。对于学生而言，

需要更加自主地学习和探索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更强的信息筛选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以便在海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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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可能导致学习方式变化，从传统的课堂学习

转变为线上学习和混合学习。这要求学生具备更强的自我管理和自律能力，以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保

持高效学习状态。因此，师生需要技术、专业和思政三重融合培训，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思

政教育[12]。 

8.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在课程思政中的效果诱因，包括提升机构层次、技术推广程度、改善 AI 模拟

配置难度、优化学习体验和教育公平的未来导向设置，也指出了技术、价值、数据安全和角色适应等方

面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应用需在融通教育本质和思政价值的前提下，平衡技术与教育效果之间的关系。

即 AI 落地技术障碍的消除和思政专业衔接的匹配适应性的提升可以提升该技术在课程思政上的应用效

果。未来，在技术研发、政策制定、伦理规范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做出联合配置，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在课程思政教育中发挥最大潜力。同时，面对技术挑战，师生应采取自适应的方式融合人工智能工具，

专业知识和思政意涵，促进高等教育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教学建设项目(SZ202405)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葛玉辉, 王淑君.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2): 198-203. 

[2] 王佳, 刘献岭.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思考与实践[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4, 33(4): 73-80.  

[3] 张慧峰, 陈竹湘, 徐水晶.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模式新变革[J]. 软件导刊, 2022, 21(11): 166-171.  
[4] Al Darayseh, A. (2023) Accept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aching Science: Science Teachers’ Perspective. Com-

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Article 100132.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3.100132 
[5] 吴明珠. 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估[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24, 23(4): 16-20. 

[6] 曹贤春. 人工智能在跨学科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与效果研究[J].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 2024, 36(2): 254-256. 
[7] Batista, J., Mesquita, A. and Carnaz, G. (2024) Generative AI an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rom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nformation, 15, Article 676. https://doi.org/10.3390/info15110676 
[8] Blanka, K., Marcel, P. and Jaroslav, K. (2023) Ethical Issues of the Use of AI-Driven Mobile Apps for Education. Fron-

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 Article 111811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2.1118116  
[9] 刘斌, 王孟慧. 人工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 内涵、技术支持与实现路径[J]. 教育探索, 2021(7): 80-83. 

[10] 肖睿, 肖海明, 尚俊杰.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 前景、困难和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4): 75-86.  

[11] 杨现民, 张昊, 郭利明, 等. 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难题与突破路径[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8(3): 30-38.  

[12] 黎明, 徐政, 葛力铭, 等.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 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科学管理研究, 2024, 
42(5): 57-6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4543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3.100132
https://doi.org/10.3390/info1511067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2.1118116

	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效果诱因探索
	——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n the Inducing Factor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ffec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 Example as the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urs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3. 课程内容设置
	4. 研究问题
	5. 研究设计
	6. 研究结果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6.2. 信度分析
	6.3. 效度分析
	6.4. 相关性分析
	6.5. 层次回归分析

	7. 讨论
	7.1. 使用意愿分析
	7.2. 推广频率和使用度分析
	7.3. 意外发现分析
	7.4. 挑战与建议

	8.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