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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中政治课的教学，可以更好地响应时代的呼唤，赋能学生占据主体地位，强化

学生的主导角色；赋能教师改变角色，增强教学洞察力；赋能教学方法更新，提高课堂教学育人实效。

然而，在信息安全、教学实践、教师角色和学生发展等方面，当前的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仍面临着一些

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监管制度，以保障信息安全；革新教学方式，促进智慧型课堂的建设；

强化教师培训，增进教师的专业技能，同时，完善评价机制，实现反馈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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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tiliz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s can better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the era. It empowers students 
to assume a central role, reinforcing their leading position; it enables teachers to transform their 
roles and increase teaching insight; and it facilitates the updating of teaching methods, thereb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However, in areas such as information se-
curity, teaching practice, the rol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AI-enhanced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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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certain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egulatory systems to ensure information security;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to pro-
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s; strengthen teacher training to enhance profes-
sional skills; and improve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achiev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feed-
back.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al-world Challenges, 
Practical Approach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将人工智能融入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不仅顺应了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自然产

物，且能有效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效能，优化思想政治课程的教育成果。人工智能在教育范畴

内的运用能够重塑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生态，透过为教师、学生及教学模式赋能，以达成教育目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对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意义及其面临的实际挑战，我们应当进行一次全面的

分析，并深入探讨其内在价值。同时，需要积极寻找并确立有效的实践方法，以促进人工智能在高中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与发展。 

2. 人工价值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的内在价值 

高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是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

程[1]。人工智能与思政有机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是在新发展环境

和背景下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 

2.1. 人工智能赋能学生占据主体地位 

“强调个性化、强调互动、着重激发学生主体性，已成为现代教育进步的关键特征。[2]”利用以大

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实践能够更加精确地关注到每位学生独特的学习需求，

促进其主体地位的发挥。人工智能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在线信息资源，使得学生可以更方便地访问丰富

的学习材料，还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鼓励学生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探索知识，激发其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此外，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教师可以通过记录和分析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数据，获得即

时且详细的反馈。 

2.2.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改变角色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进步，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策略亦正经历着实质性的转型。教师的任

务已非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化身为学习的导航员与激励者，教师的任务焦点日益集中在策划与调控

教学内容上。借助智能化教学策略，教育工作者能深入洞察学员的学习诉求，进而制定更为定制化的教

育计划，以提升学员的学习动力与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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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方法更新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的教学创新，应显著推进教学手段的革新，并积极促进人工智能及其现代信息科技在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过程中的实践与融合[3]。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教师可获取更为广泛的教育资源，这不仅使课堂教

学突破了实体教室的界限，还延伸至广阔的网络空间。借助这类先进的信息技术，教师和学生能够更高

效地开展探究式学习，人与信息资源之间的互动也促进了教学活动形式的多样化。这种融合了多元化和

智能技术支持的教育活动，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履行其教育职责，实现真正的教书育人目标。同时，它为

师生共同构建学习社区提供了新的途径，使得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而是更加灵活和富有创意。 

3. 人工智能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的现实困境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经历着迅猛的进步，并与众多行业迅速整合。然而，这一技术犹如双刃剑，

在为教育领域注入创新动力和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在信息安全、教学实践、教师角色和学生发展方

面带来了需要克服的挑战。 

3.1. 信息安全困境 

人工智能的进步依赖于数据的收集与利用，这一过程促使数据在互联网中广泛传播，从而引发了多

种数据安全问题。因此，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议题之一。当采用人

工智能技术辅助精准教学时，涉及大数据采集、语音识别和面部识别等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个人信

息的过度收集，进而产生网络安全隐患。一方面，为了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展和思想动态，智能教育

平台需要获取并分析大量的个人数据，如学生的语音记录、面部图像以及行为模式。这一步骤虽然有助

于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设计，但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及其家庭隐私信息暴露的风险，可能侵犯到个人隐私权。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处理往往涉及多个平台和机构之间的合作，这些数据会在不同的供应链主体间流通，

形成复杂的交互网络。不同参与方的数据安全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可能导致数据泄露或不当使用的风险

增加[4]。此外，若智能教育设备发生故障或网络服务平台存在管理漏洞，则不仅会威胁到教学内容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还可能导致大量敏感信息落入黑客之手，造成严重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3.2. 教学实践困境 

课堂教学作为实现教学目标和提升学生素养的关键环节，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将人工

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目前存在若干局限性。例如，教学场景的构建往往显得模式化，

知识传递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同时整体设计也显得不够精细。此外，尽管人工智能在教育技术领域的

探索正在逐步推进，但专门针对思政教育的应用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针对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尚不成熟。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并不广泛。学校管理层和一线教师对于如大数据、

云计算及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的认知程度有限，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些技术对辅助思政课教学所能带来的

深远影响和潜在价值。现阶段，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自然语言处理以进行文本分析

和提供智能辅助等方面，而利用算法创建更贴近实际教学需求的模型或情境则相对较少见。值得注意的

是，部分教师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时，更多地关注营造互动气氛，而非精心设计教学情境和活动，导致

教学过程简单化，未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增强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3.3. 教师角色困境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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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选择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仅满足于作为知识传递者的角色，简单地避开或过度依赖智能技术，

那么他们可能会迅速被新兴的人工智能工具所取代。首先，将人工智能融入高中思政课对教师的技术素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还需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当前，一些教

师的人工智能技术理解较为表面，存在应用不熟、操作不当的情况。其次，随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发

展，教师的角色和教学策略也需要相应调整。由于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学习支

持，并因其类人脑的特性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师在人机交互的学习环境中更应扮演指导者和支持者的角

色。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智能技术可能导致教师沦为技术辅助下的信息传输中介，从而削弱其在课

堂上的主导地位。 

3.4. 学生发展困境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上起着关键

作用，是进行价值观引导、知识传授和能力发展的教学活动。人工智能主要体现的是智能而非情感。过

去的人工智能研究多集中在理性的智能化方面，而相对忽略了人类感性维度的重要性。尽管人工智能能

够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但它尚未达到与人类相匹敌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价值水平，其显著的工具理性特

性，在应用于高中思政课时，可能会对学生的感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首先，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的信息

便利可能导致学生过度依赖即时可得的知识，减少深入思考的机会，削弱对课堂内容的反思和理解，进

而形成思维惰性，难以激发深层的道德认知和情感共鸣。其次，作为工具技术，人工智能基于标准化的

理性规则，可能在教学中忽视对学生同理心的关注，这同样可能导致情感层面的缺失。高中思政课不仅

涉及理论深度，也强调情感温度，对于学生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至关重要。虽然人工

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知识，但由于缺乏情感交流的能力，它无法像真实教师那样通过情感互动来

增强课程的人文精神。长期处于以智能系统为主导的教学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学生的情感力被弱化、情

感交流减少、主体意识减弱、生命体验贫乏以及批判性思维不足等问题，最终使人沦为工具性的存在[5]。 

4. 人工智能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的 实践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带来的信息安全挑战、应用实施难题、教师素质瓶颈以及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四个关键领域着手改进：完善制度监管、优化教学方法、强化教师培训

和健全评估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全面提升高中思政课在塑造学生价值观和培养人才方面的效

果。 

4.1. 建立健全监管制度，保障信息安全 

为了确保智能技术的规范应用，促进高中思政课教学的有效实施，应从完善制度监管、强化网络安

全保护措施和提升学校管理效能等多方面入手，以保证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持续推进并取得实际成

果。以下是具体的策略：首先，需要制定清晰的数据保护政策，明确界定学生数据的收集、使用及共享

规则，并规定严格的数据安全防护措施。建立这样的政策框架是保障学生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关键。

政府应当响应教育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一个健康的智能交互生态系统，通过立法确立网络信息

安全保护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同时建设一套全面的人工智能信息监管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确保法律

法规的严格执行。其次，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专业人士必须重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开发有效的

安全防护机制，设立监控平台，实时监督和调整数据采集的方式与渠道，确保操作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再者，学校需提高对教师和技术平台的管理水平，在维护学生隐私和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创建配备

实时多模态信息采集功能的智慧教室，从而实现从传统数字校园向现代化智慧校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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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革新教学方式，促进智慧型课堂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有助于高中思政课的教学资源整合，还为教学方法的革新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

视角与路径，其与思政教育的结合体现了课程紧跟时代步伐的特点。借助人工智能的支持，高中思政课

可以探索诸如项目导向的主题教学、大单元主题教学、多教师协同的主题教学、混合学习模式以及跨学

科主题学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改革。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深度学习及智慧教育平台等智能技术的支撑

下，教师不仅能够高效完成教学任务，还能根据每位学生的独特需求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帮助学生

建立更为精确的知识框架。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教师可为学生创建现实中难以体验的学习情境，这不仅

增强了学习的情境感和趣味性，也为教学内容增添了情感维度，使学习材料更加直观且贴近现实。课堂

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智能化互动学习，鼓励他们在情境中自主探索和构建知识，深化对

内容的理解，同时提升合作与探究的能力。此外，活动时间的精准测量有助于教师更好地规划教学流程，

确保课堂教学既高效又有序。 

4.3. 强化教师培训，增进教师技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高中思政课教师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主动探讨在人工智能

时代如何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效率，并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发展的内涵式转变，探索

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有效途径。学校应重视并强化教师培训，协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增强其综合素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教师应当积极扩展视野，全面了解和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提高智能素养，拓宽工

作思路，掌握人机协作技能、情境活动设计与执行能力以及教学创新能力等。教师应该积极探索并应用

人工智能的新教学形式，将新技术、新思维和新方法深度融合到高中思政课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需更加清晰，他们应转变为学生学习分析、个性化指导和心理支持的服

务型和智慧型教师。尽管人工智能设备可以承担某些任务，但随着学习内容的变化，特别是当涉及教学

方法的转换时，教师在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人工智能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的过

程中，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核心素养上，同时强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4.4. 完善评价机制，实现反馈精准有效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高中思政课教学能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反馈机制。

借助人工智能构建的学生、机器与教师之间的协同互动模式，可以稳定并强化这种合作机制，使教师

能够对学生的思想情感、行为特征及课堂参与度进行精准评估，从而创新性地改革思政课的教学评价

体系[6]。教师可利用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更准确地分析学生的课堂表现，并即时获取反馈信息。在线

教育平台则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监控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有针对性地推荐教学视频或阅读资料，

帮助学生在课外进行总结和拓展学习。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水平，系统还可以布置分层作业，实现自

动批改和个性化反馈评价。此外，人工智能的多维度数据分析功能能够系统地收集反映学生核心素养

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建立每个学生的历史数据档案，帮助教师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指导。这不仅有助

于教师精确掌握如课堂出勤率、学习状态、互动频率以及章节测试完成情况等评价标准，还促进了过

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效结合，确保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进而推动学生的全

面发展。 

5. 结语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继续为高中思政课教学带来更多可能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理念的更新，

我们期待能够构建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环境，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这种新型教育中受益，获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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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教师作为引导者、协助者的角色始终不可替代。要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使其在新时代背

景下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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