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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思政教育也迎来了人机融合的创新发展机遇。本文基于场景理论，探讨了数

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及其在教学模式、基础建设和治理格局等应用场景的创新发展。通过人

机共育，结合机器智能和教师引导，数字化思政教育能够精准对接学生需求，突破时空限制，提升教育

质量。数字平台的应用支持个性化、互动化以及多维度的教学方式，推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现。同

时，数据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构建了跨学科、跨部门、跨时空的协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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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scenario theory, as well as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mod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patterns. Through human-machine co-education, combined with machine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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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cher guidance,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accurately meet students’ needs, 
breakthrough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supports personalized, interact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s, pro-
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At the same time, 
data interconnection and business collaboration have built a cross-disciplinary, cross-departmental, 
and cross-tempor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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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人机融合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学习模式。在此背景

下，思政教育也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 2023 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均

强调了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教育数字化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阵地[1]，应积极探索数字化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以适应数字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本研究聚焦于数字

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创新，旨在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参与度和有效性，推动教育资源的普及和个

性化发展，为培养新时代青年提供有力支持。 
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以更广泛、更

灵活的形式进行传播。另外，它能够提升思政教育的互动性与参与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

果，避免传统模式中“一刀切”的问题；还能推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特别

是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2. 数字化思政教育的应用场景 

2.1. 数字化思政教育的内涵 

数字化已成为引领未来时代发展的关键力量，日益成为推动人们思维方式创新、资源重组与再生以

及运行模式变革的重要内在动力。推动实现数字化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

中应有之义。以数字技术赋能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 
当前，关于数字化思政教育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赋能思政教育的课程建设、资源建设、实践探

索与优化路径，以及“数字思政”的基本内涵、价值意蕴等。数字化思政教育是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思

政教育质量和效率的一种新范式[2] [3]，是数字中国建设在教育领域提出的重要课题，是教育数字化战略

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4]。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顺应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

[5]，是思政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6]，为思政课建设注入鲜活的创新动力[7]。数字化思政教育是

指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整合思政教育资源，构建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行为联系，并进行数字化分

析、决策和评估的教育体系[2]。它强调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以及技术在思政教育知识图谱

构建全过程中的作用，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思想引领和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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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化思政教育的应用场景 

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数字化思政”不仅重视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还在数字要素

的支撑和推动下，能够有效激发和挖掘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场景中的创新潜力，从而提升教育

质量和水平。 
数字化思政教育强调数字技术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场景”是指人与环境互动的平台[8]，“应用

场景”则是技术或产品在特定环境下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情境[9]。当前，数字化教育应用场景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考试、家校互动等方面[10]，对于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应用场景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也为思政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

本文以思政教育需求为导向，研究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在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等应用场景的深度

融合，并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思政教育的行为序列。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将这些行为序列所产生的数据

进行展示、连接和整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业务的协同发展，促进数字化思政教育流程的重构与制度的

创新，最终实现思政教育治理的多维协同与动态调整，如图 1。 
 

 
Figure 1. Main components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主要构成内容 

3. 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的设计 

3.1. 场景理论基本概念 

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是一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常用于分析和描述特

定环境中行为、互动和体验的发生与发展[11]。它关注的是在特定情境或场合下，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

的交互如何影响行为、认知和情感等方面。场景理论强调环境对个体行动的塑造作用，并且承认环境本

身也受到个体需求和行为的影响。引入场景理论，旨在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秩序的重构奠定基础[12]。在

数字化思政教育中，场景理论帮助构建优化的教育环境，通过设计科学的应用场景，促进师生互动，提

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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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认为，场景设计具备连接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三个特征。 
1) 连续性：场景设计的连续性指的是设计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基于场景理论的连

续性在数字化思政教育场景设计中的应用，旨在通过情境的连贯性、多维度场景的互联互通、实时反馈

机制、教育内容与形式的适配以及学习者身份的持续塑造，确保思政教育在不同教学环节、空间和时间

维度上的有效延续，进而提升教育的整体效果与深远影响。 
2) 动态性：场景设计的动态性反映了设计在应对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变化时的灵活性。基于场景理

论的动态性在数字化思政教育场景设计中的应用，强调了思政教育场景能够灵活适应用户需求和技术环

境的变化，通过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多样化学习路径、实时反馈与个性化评估等方式，持续优化

教育效果。 
3) 复杂性：场景设计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多维度的构成与多方面的互动上。基于场景理论的复杂性在

数字化思政教育场景设计中的应用，要求设计需全面考虑多要素、多主体、多技术的交互关系，解决不

同层次的问题，构建系统化的思政教育场景。 
场景设计的评估需综合考量用户体验、功能性、适应性等多方面因素，确保设计能有效实现教育目

标，并在动态环境中保持高效运作。这对于数字化思政教育尤为重要，因为教育需求和技术环境的变化

频繁，需要持续评估和优化设计。 

3.2. 基于场景理论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设计 

基于场景理论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设计，强调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场景设计的有

机结合，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与体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合理构建不同的应用场景，结合现代数字技术，

促进思政教育的目标实现、需求满足和体验提升。通过动态设计、互动性增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

推动思政教育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教育效果的优化与价值的最

大化，具体见图 2。 
 

 
Figure 2. Innovative desig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cene 
图 2. 基于场景理论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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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景理论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场景目标与需求分析 
明确数字化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如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社会责任感等。

从学生、教师、管理者等多方角度出发，分析不同角色的需求。例如，学生需要互动性强、信息丰富的学

习体验；教师需要便捷的教学管理工具；管理者需要数据支持和教学效果评估。 
2) 教学场景构建与情境设计 
基于场景理论，设计多种学习情境(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在线学习等)，并构建师生、学生间的互动

场景，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场景设计不仅限于知识传授，还要包括实践环节，让学生在真实环

境中体验并践行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如在课堂教学场景中，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根据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点，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在课外活动中，数字化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互动空

间，如通过社交媒体、线上讲座、论坛等渠道，举办与思政相关的主题活动。在线学习场景中，采用虚拟

现实技术模拟历史事件，增强学生的沉浸式体验和情感共鸣。随着教育需求的变化，设计场景时要考虑

如何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点和反馈动态调整学习内容和方式。根据思政教育的目标，设计一系列

围绕学生学习、思考、互动、实践等行为的序列，并通过数字技术加以呈现、分析与反馈。 
3) 数字化基础建设深度融合 
技术支撑的场景创新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为思政教育提供智能化支持。

如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学生学习习惯，AI 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提升学习效率。创建沉浸式教学环境；虚

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应用通过 VR/AR 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场景[13] [14]，模拟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互

动，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认知体验；虚拟参观革命历史遗址，增强学生的历史认同感。构建线上学习

平台，提供线上课堂、讨论区、知识分享等互动功能，支持跨时空的学习与交流，形成虚拟与现实结合

的混合学习场景。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教育需求设计适应性的思政教育场景。 
4) 安全保障与内容管理 
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场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现代性“利维坦”的

隐忧[3]，例如由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权威性、主体关系的异化以及隐私侵犯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深入反

思。因此，设计数字化思政教育场景时，必须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防止数据泄露或滥用，保障用

户的合法权益。在思政教育中，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保教学内容符合政策要求，杜绝不当信息

传播。 

4. 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的实现 

基于上述应用场景设计的三个方面，将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的实现机制分为思政教育数字

化教学模式、集约高效的思政教育基础设施、数字化驱动的思政教育治理体系三个核心应用场景，这三

个应用场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共同组成路径畅通、调控有序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

景的实现机制，如图 3 所示。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三个核心应用场景正处于动态发展中。“人机共育”是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和需

求的基础方式，也是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核心驱动力。思政教育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以目标和需求

为导向，高效思政教育基础设施的集成与优化，以服务各个数字化应用场景的顺利推进。同时，数字化

驱动的思政教育治理体系对教学场景产生反馈作用，通过这一过程生成新的数据，进而推动思政教育的

持续优化。 
因此，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的效果与质量直接受制于实现机制的合理性。在设计数字化思政教

育应用场景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制约机制，持续促进了流程的再造、制度的重塑与业务的协同。

这种循环优化最终实现了思政教育治理的跨界协同与整体智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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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innovat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3. 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创新的实现机制 

5. 结论 

在“人机融合”背景下，数字化思政教育通过数据互联和业务协同，实现了应用场景的创新与设计。

通过“人机共育”模式，精准解决了思政教育中的需求与挑战，逐步推进了“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应用场景不仅提升了教育效率，还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发展。目前，数字化思政教育应用

场景的创新与设计仍有提升空间，需继续探索基于教学改革、融合多跨场景的新型思政育人模式，如将

游戏化、微课程、短视频等创意内容融入思政教育，并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真正带动思

政教育教学变革，服务于学生成长，为数字化思政教育提供创新动力，数字驱动赋能思政教育服务提质、

育人提效、模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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