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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立德树人的使命背景下，随着AI技术的兴起，为课程思政创新建设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AI赋能课程

思政，具有精准靶向、活化资源、沉浸交互等重要优势，本文以“核生化防护”课程为例，提出了AI赋
能课程思政的虚拟仿真历史场景以强化使命认同、知识图谱构建资源以深挖思政元素两大应用策略，并

结合实际，分析了应用AI技术进行课程思政存在的不足，从思想认识和政策制定两方面给出了改进策略，

旨在为新时代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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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with the rise of AI technology, new op-
portuniti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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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i-empow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s sig-
nificant advantages such as precise targeting, resource activation, and immersive interaction. Tak-
ing the “Nuclear,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tec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AI-empow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virtual simulation historical scenes to strengthen mission identity and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
tion of resources to deeply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mbined with reality.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were analyze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were given from th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under-
stand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aimin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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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AI 技术发展迅速并深远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1]。习近平在国际人工智能与

教育大会致贺信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

合[2]，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全过程环节中，重视“教”使得学生获得知识以外，“育”

的效果也极为重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育”好，始终是需要研究解决的任务。 
“育”，主要依托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

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其本

质是一种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课程思政在全面推

进过程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传统课程思政教学方式单一，仍存在一些例如生搬硬套、同质化案例、与

现实脱节、评价反馈滞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不易被激发。在课程思政建设上，

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新形势新任务，必须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展现新气象和新作为。 
AI 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缩写，属于计算机科学的分支，是利用计算系统和特定算法模

拟人类智能的技术，基于 AI 技术衍生了多种功能多样的模型，最新的模型包括 DeepSeek [3]、ChatGPT、
豆包等。AI 技术具有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相关性而进行归纳和推理的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更好地服务

于课程思政的目标，一方面丰富教学资源和数据支持，另一方面，优化教学内容和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 AI 发展的热潮，一些教师也尝试将 AI 应用在教育过程中，教育领域对于 AI

应用的讨论焦点已然从早期的“是否应用”转变为“如何优化利用”，国内外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深度化的发展趋势，在国内，AI 在教育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知识学习、科学研

究、实践训练等方面，如北京邮电大学通过“ICT 智教平台”建设，串联起知识学习、科学研究、实践

训练等多项教育教学数智化应用，形成了资源自主调度、知识交互学习和教研全时在线的教育新空间

等，与国内应用不同，国外 AI 教育应用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学校通常配备先进的教

学设备和实验室，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如国外的一些学校通过项目式学习、团队合作等方式，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在探寻AI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并不断优化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3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胡知临 等 
 

 

DOI: 10.12677/ae.2025.1571236 437 教育进展 
 

将 AI 与课程思政融合应用，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探索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可以进一步推动

新时代的课程思政效果。在探索尝试过程中，AI 在课堂思政中的应用优势、应用策略以及应用局限是

需要明确的主要问题。 

2. AI 在课堂思政中的应用优势 

传统教育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互动性欠缺，在进行课程思政时，难以与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思政

效果不佳。在课程思政中应用 AI 技术，可以将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有效打破，使课程思政更精准、更

动态、更充满交互性[4]。 

2.1. 精准靶向，破解“大水漫灌”困境 

在进行许多课程的思政素材库建设时我们常发现，同一个思政素材案例通常被多个课程的素材库所

吸纳，针对不同课程，应用同一思政素材又无明显特征区分，导致学生疲于对不同课程中的同一思政元

素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环境背景下，学生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也逐渐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5]需求日益增长，不同的学生秉承各自不同的价值观。 
利用 AI 技术，进行学生学习行为分析，可以精准识别学生的认知盲区和价值困惑点，实现学情深度

感知。除此以外，可以基于学习者画像，进行学生认知风格、专业特征的适配分析，动态靶向[6]调整课

程思政价值引导策略，建立个性化的思政路径。 

2.2. 活化资源，打破“案例陈旧”瓶颈 

挖掘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元素案例是一项持续性工作，部分教师在进行授课时，缺少创新性，无论是

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还是思政案例，都显得陈旧和生硬，难以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这必然会导致在进

行课程思政时，学生无法明确领悟到教师想要传达的价值引领导向。 
思政元素挖掘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始终坚持与时俱进[7]，考虑到思政元素会跟随时代变化的情况而

发生相应的变化，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元素是一个不断补充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AI 技术成为活化

课程思政元素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知识图谱所构建的庞大“知识”网络，可将时事热点与课程内容

自动关联，通过 AI 实时抓取新闻时事报道，更便捷地自动生成适用于特定专业课的思政元素应用框架

[8]。 

2.3. 沉浸交互，破除“情感疏离”难题 

一些课程在进行思政时存在为了思政而思政的问题，导致课堂枯燥且缺少情感交流的现象，使得学

生想要共情但不知寄情于何处，这与课程思政需要强调情感教育背道而驰。 
AI 技术可以让空洞的思政介绍获得更多富于变化和创新性的课堂融入形式，举例来说，通过 VR、

AR 等虚拟现实技术重新构建教学内容中出现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在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引导的

同时，以实际的自身体验去感触历史背景中向我们阐述的思政元素[9]。或者，可以通过 DeepSeek 等智能

对话窗口，引导学生通过对课程内容的连续追问，自主发现课程内容中涵盖的思政内容，突出学生的自

主性，有效打破“情感疏离”的问题。 

3.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应用策略 

与传统常规在专业课中引入课程思政的方法相比，AI 技术的融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创新路径，

构建了计算机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思政育人新生态。以“核生化防护”课程为例，探索尝试了 AI 在课

程思政的赋能应用，总结了虚拟仿真历史场景、知识图谱资源构建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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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核生化防护”课程 

“核生化防护”课程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发展历史、分类方法、危

害后果以及防护方法，课程内容属于核科学与技术学科，伴随学科发展历史，课程自身已积累有丰富的

课程思政素材，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包括培养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社会责任感、科学伦理以及爱国主义

精神，在课程思政中应用好 AI 技术，可以收获所期待的育人效果。 
AI 赋能“核生化防护”课程，需要考虑 AI 技术在这门课程中的应用点，课程思政的融入需要自然

而不生硬，并确保 AI 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作为增强教学效果的辅助工具，确立教师的引导和价值观教育始

终是课堂的核心。通过虚实融合、数据驱动和动态交互等方式，围绕“科技伦理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深

化、责任担当内化”三个目标，开展 AI 技术在“核生化防护”课程中的应用。 

3.2. 虚拟仿真历史场景，强化使命认同 

AI 技术中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场景重构让学生能够获得沉浸式体验，可以将课程所想要进行思政的

内容具象化，通过场景构建，设置物理引擎并辅以交互逻辑编程，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交互性。 
“核生化防护”课程中存在大量历史事件知识内容，可以构建多种不同背景情况下的历史场景，在

这些历史事件中涵盖大量思政素材，举例来说包括核武器专题中的历史核武器使用事件以及化学武器专

题相关的化学武器事件。 
在核武器介绍专题中，基于 VR 技术构建 1945 年广岛核爆后的城市废墟场景，让学生以“国际救援

队”角色进入虚拟环境，执行伤员救治、辐射检测等任务，同时在任务中嵌入中国科学家钱三强在核防

护领域的贡献故事，触发如 1964 年中国首次核试验防护措施的弹窗式历史资料，让学生在沉浸式完成任

务的同时可以实际感受核武器的杀伤破坏效果，树立提升防护意识的重要性，除此以外，领悟当前中国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伦理价值。 
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专题介绍中，通过 VR 技术还原生化武器实验基地，为学生布置收集生物武

器实验证据的任务，学生在证据收集阶段可以触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相关条

款内容，在场景中设置现代防护实验室对比模块，展示中国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防护标准，通过对比，

让学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残酷，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意，树牢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实际场

景构建，学生对于对应知识点的印象更为深刻，取得较好的思政教育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学生切实的记

忆了课程知识内容。 

3.3. 知识图谱构建资源，深挖思政元素 

知识图谱是一种近年来新兴的数据资源表示方法，基于语义之间的关系和本体论的概念，通过实体、

关系和属性组织信息，有效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和精度，可以形成一种可视化且直观的知识网络[10]。知

识图谱作为一种高效可靠的工具，可以被应用于课程思政的资源建设环节中，用于整合课程专业知识和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知识图谱拥有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两种数据类型，其中结构化数据基于文本

构建，属于文本关系数据库，半结构化数据库除了文本外，还包括音频、视频等等。 
利用知识图谱进行“核生化防护”课程的思政元素资源构建时，通过结构化知识关联与动态语义分

析，之所以选择结构化数据，是因为结构化数据在操作时，只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则进行调用和转化，操

作起来相对容易，可以直接应用。能够将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形成可交互、可追溯的教学资

源体系。首先，需要明确课程中的核心知识点，如核武器的原理、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的分类、防护装

备的使用等。同时，识别与这些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元素，如历史事件中的科学家精神、国际公约中的中

国角色、防护技术中的伦理考量等。“核生化防护”课程整合的专业内容和思政要素[11]示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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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Key points of the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Protection” course and its rel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s 
表 1. “核生化防护”课程知识点及其关联思政点 

核心实体 核心知识点示例 关联思政点 

历史事件 广岛核武器爆炸、中国首次核试验、日内瓦议定书签署 民族精神 

人物角色 邓稼先(核武器研制)、钱学森(核防护专家)、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陈薇(生物安全专家) 

科学家精神、家国情怀 

国际公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法治意识 

科学技术 早期原子核物理发展、核裂变原理、防护服材质 科技伦理、国家安全观念 

 
明确课程核明确课程核心知识点并识别了相关思政元素后，需要通过知识图谱将专业知识点和思政

元素的关联联系建立连接起来。这些关系连接包括历史事件与现实的关联、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

等等。通过关联建立，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也更加清晰且容易理解，课程思政资源也更容易被灵活运

用在所讲授的知识中。举例来说，在历史事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课程中在讲解生化武器时会提及历史

上生化武器的应用案例，这与当代的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伦理规范间具有警示关联作用；介绍我国两弹

一星工程与当前核防护技术突破之间的历史、现实关联，突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创新精神对国家和

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间，同样存在一定的关联联系，如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基

因编辑技术持续完善，可能成为生物武器被滥用，这可以与课程中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内容相关

联；另外，以保障公众安全为联系的纽带，将公众安全理念与核生化防护技术的发展连接起来。 
除此以外，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核生化防护”课程思政案例库，可以对课程相关的国际热点问题

及事件及时响应，形成动态优化机制，将课程思政资源活化起来。举例来说，当俄乌冲突中出现“扎波

罗热核电站危机”时，网络爬虫抓取事件进展，知识图谱可以自动生成教学案例，并结合核安全课程内

容与“中国的核安全政策”、“国际原子能机构角色”关联。 
可以说基于知识图谱建立案例库，确实的减少了教师在课程思政库建设中的时间成本，将课本知识

和思政价值进行了深度融合，将历史事件和现实时空有效的产生了贯通。 

4.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局限与改进策略 

AI技术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虽然具有创新性和便利性，但在实际应用时仍然存在数据资料隐私泄露、

情感交流不足、科学技术过渡依赖等等的局限性[11] [12]。需要针对这些局限性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可以帮助提高 AI 技术在课程思政中的适用性，避免盲目应用并优化现有方法。 

4.1. AI 赋能课程思政现存问题 

通过将 AI 技术应用在“核生化防护”课程思政的尝试过程，我们发现对于本课程，应用 AI 技术的

一个最大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教书机器”和“思政要素提取器”。进行思政教育，最为

关键的就是需要存在情感的传递和情感的共鸣。AI 虽然可以有效进行思政库的建设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让学生身临其境，但只能从学生的角度自身去感触，自身去获取思政元素，无法像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师

一样，用自己的情感以及经历去感染学生，没有师生间的情感互动。比如在讲早期原子核物理发展历史

时，AI 可以通过知识图谱提取科学家细无巨细仔细观察、大胆质疑勇于探索、开阔思路自主创新等思政

元素，提取出的思政元素通过 AI 机械地念出，毫无生气，而一个老师则可以声情并茂的讲述曾经以及现

如今我国打破垄断进行自主研发的思政故事，并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让学生们感同身受，这样的方

式更容易让学生感受到老师情感的传递而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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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价值观的引导上，AI 仅仅是按照程序给出客观信息，无法像老师一样在言传身教中，

根据实际情况，用自身的道德观念以及言行举止，让学生潜移默化受到正确价值观的感染，从而形成富

有个人特点的价值观。教师对于课程中提出的一些社会热点探讨性问题，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

讨论思考，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而 AI 虽然可以将所有的观点进行罗列，但对于自主意

识不强的学生来说，如果过渡依赖科学技术，会产生更多的困扰，导致学生思考方式同质化，不利于个

人的个性化发展。除此以外，AI 技术在“核生化防护”课程中的应用，还存在数据和安全方面的隐患。

“人工智能时代，一切都可能被记录，一切都可能被分析”，在进行关联度建立时，可能出现秘密泄露

的问题。还有一些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学生学习情况分析的案例，在学生个人隐私数据收集和数据安全方

面也存在潜在风险。 

4.2. 应对 AI 技术赋能课程思政的建议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13]，“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14]。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大势下，就学也应主动结

合机遇，面对其中暗存的风险，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方面要在思想上积极应对，风险的存在不是创新课程思政停滞不前的借口，需要敢于突破传统思

政教育的思维枷锁，敢于创新应用人工智能 AI 在课程思政中，同时要永远将“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树立

心中，始终保持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助关系，避免在 AI 应用时带来的情感缺失问题，

导致课程思政时无法产生学生在情感上的共鸣，导致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对数据隐

私的保护，并在检索建立知识要点和思政点关系的时候加强保密意识，确保 AI 赋能思政时对数字信息的

绝对安全。 

5. 结语 

将 AI 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助力课程思政，是提升课程思政效率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的必然选择。 
以“核生化防护”课程为例，探索总结了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虚拟现实提升学生体验感、知识图谱辅

助思政资源挖掘的应用策略，同时提出了在课程思政中应用 AI 可能出现的情感共鸣缺失、信息安全风险

问题。 
风险与机遇并存，下一步，在“核生化防护”课程教学中，将进一步通过实践应用，总结思考如何解

决 AI 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升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效果，牢牢抓住 AI 发展为课程思政带来的新契

机，最大程度地运用这种技术，从而达到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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