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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从推进教育

主体智能化提升、助力教育客体全面性发展、驱动教育介体创新性突破和促进教育环体多维化扩展对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效应。同时，其潜在隐患如算法的不透明性、效果导向的思维模式、对智能技

术的过度依赖以及隐私保护问题凸显。探索智能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可从掌握技术

主导、坚守价值主线、重塑协作模式和规范应用边界四方面着眼，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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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generative AI offer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can positively impact education through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ce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facilita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ob-
jects, driving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expanding the multi-dimen-
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owever, potential risks like algorithmic opac-
ity, an effect-oriented mindset, over-reliance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privacy-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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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emerge. To address thes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practical path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mastering technological dominance, adhering to the value 
core, reshaping cooperative models, and standardizing application boundaries, promoting the mod-
ern transformation of suc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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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依靠人类思维符号表征系统如语言、文字等提示，自动生成文本、视频、声音

等多媒体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借助庞大的数据资源、先进的算法以及强大的算力，生成式人工智能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但其潜在隐患如算法的不透明性、效果导向的思维模

式、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隐私保护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可能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人工智能

赋能教育是时代趋势，探索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是推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积极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紧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兴起，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1]，其具备的海量数据资源、高效的算

法以及强大的算力，改变了多媒体内容的产生、传播模式及受众接受方式，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客体、介体和环体产生深刻影响，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的形成。 

2.1. 推进教育主体智能化提升，引导施教过程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上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目的在于引导教育客体形成与国家或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

符的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力量，思政课教师承担着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行为调控的三

重使命。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嵌入教学全周期流程，以“认知增强–教学辅助–效能反馈”的闭环

机制，推动教育主体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赋能的专业能力跃迁。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在教学准备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提供强

大资料收集、处理和创作能力优化课程前期准备工作。高校思政教师在确定教学目标后可通过生成式人

工智能搜集相关教学资源和研究现状，确保教学内容的实效性和准确性。除了既定的教学资源外，生成

式人工智能还可根据教师所给提示创造性生成相应的教学所需内容，如知识图谱、学情预判等教学相关

内容，极大地减轻教师课前准备工作，为课堂教学创设良好前提条件[2]。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为教

学实施提供师生深度交流机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3]，涵盖了教育主体

与教育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教育效果取得成效以教育主客体双方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通过大数据、智能化算法等方式实时把握教育客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提示价值认知冲突点，生成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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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策略，便于教师采用学生易接受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良好互动。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控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评估和改进，生成

式人工智能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可为教学评估提供科学反馈。传统的教学反馈通常是以教师的经验、学生

的反馈为基础，存在主观性、片面性等局限。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教师可科学

高效地分过程分阶段掌握学生学情，及时发现授课过程存在的晦涩难懂处，了解学生知识困惑的“难点”。

教师在取得科学的反馈后，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模式，突破自身教学瓶颈，在教学中促进师生共同进步。 

2.2. 助力教育客体全面性发展，实现受教过程科学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作用的对象，一方面，就教育所处地位而言，其在教育

过程中具有被动性，另一方面，就教育实效而言，其在教育过程中又具有主动性。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核心对象，大学生群体在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适配，可在主客观条件下实现受

教过程科学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居于被动地位，是被动接受教育灌输、提升自身思

想政治素质的过程。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死记硬背的价值转化远不如理解认同的基础上的价值

共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着覆盖全网的数据库，可根据提示生成符合逻辑、便于理解的教学内容，形成

链条式的内容输出。在知识建构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算法逻辑，形成符合情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能够协助教师做到以理服人，从而更好地将政治理论、价值观念等传递给高校学生。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转化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大学生可在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中彰显主体性。大学生思维活跃且具有教学主体性，在知识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驱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学生的个体化反馈生成相应对策，并在学

生充足的反馈中保存数据记忆，构建个性化 AI 学习伴侣，提供精准的解答。这有利于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与教育主体保持良性互动，实现“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理论学习，共同推进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3. 驱动教育介体创新性突破，满足思政教学需求性 

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作为连接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中介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关系着价值转化的成败。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深度思考逻辑、交互

式对话情境和程序语言解析功能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赋能，驱动教育介体创新性突

破，满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 
首先，就教育内容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程序理解能力，依靠人类思维符号表征系统提

示，基于给定的主题或所提供的多媒体内容，按照使用者提示需要并生成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内容。人

工智能所创作出来的多媒体内容既符合课堂要求又具有趣味，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既可成为教育主体

的教学素材，也可以在思维广度上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产生启发。 
其次，就教育方法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其运作的基础在于人们的“投喂”，即训练所用的数据量，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凭借强大的信息分析功能，分析学生基本学况，在此基础上生

成个性化的教学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等表象的内容，通过解析能力抽象

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难易点，生成学生的学情画像，进而给教育主体给出适切的教学设计与多种教学

方案，给教育客体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和动态学习反馈，优化其学习路径。 

2.4. 促进教育环体多维化扩展，增强教育课堂可塑性 

思想政治教育环体是指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环境因素，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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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体的影响主要从促进环体变迁和调节环体系统两方面体现，并将全方位、持续性地影响和改变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环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促进环体变迁，开发并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环体多维化扩展。一方面，生成式

人工智能可以克服空间时间等条件束缚，开发创设新的教育场景。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虚拟仿真技

术创造虚拟教育场景，为教育主体和客体提供独特的情感体验、经历感受和思维训练等[4]。另一方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所掌握教育客体的“数据画像”，针对其个体特性和需求进行有目的性环境创设，

既满足个性化需求，又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价值转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调节环体系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可塑性。生成式人工智能调节环体系统

主要是对教育的关键要素的影响和改变中体现出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影响是由实

到虚，再由虚到实的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影响教育的主体、客体和介体的技术赋能过程中，主体、

客体和介体实际上自身发生了改变。技术赋能主客介体是实到虚的转变，而主客介体发生的变化则是虚

到实的表现。对于教育环体而言，主体、客体和介体的变化将影响着整个教育的环境系统，进而影响教

育课堂。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潜在隐患 

“人工智能+”是智能时代的显著特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结合过程中可能会因

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效用思维的影响和人的使用不当性等导致隐患，主要表现为算法黑箱淡化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效用思维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异智依赖消解主客体自我意识和隐私伦理风险四方面。 

3.1. 算法黑箱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早已不单单作为一种技术，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关系越来越紧

密，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隐藏的价值偏见、算法歧视等负面因素有可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功能。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不透明性和真实性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算法模型繁杂，决策过程不透明，提供的是完成式答案，这使得学生对答案及其依据存疑。这种不透明

性会剥夺受教育者的知情权，影响价值传递。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可依据某段

多媒体内容生成出不存在的事实，如虚假视频、虚假录音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强大的生成技术为某

些意图不轨的人制造虚假信息提供了便利，这些虚假信息一经发出，极易影响主流价值，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恶劣的影响，由此导致意识形态问题复杂化。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威胁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人工智能算法

设计上，西方国家对此有较早的起步和持续的投入。作为人类发明创造的产物，算法自身必然会带有主

观特性，将其融入政治性极强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不同的意识

形态，西方国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设计暗中可能夹带其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由于算法程序的机械运作，会将不符合话语体系的内容排除在外，或将在信息生成中夹带私货，掺杂种

族、性别和民族歧视等。此外，算法是处于不公开、不透明的状态中运行，其运作只有设计者等少部分

人知晓，这种算法黑箱是导致算法霸权的重要根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3.2. 技术理性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潜藏着技术逻辑对教育本质的解构危机。这种异化

风险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根植于现代性语境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性冲突，具体表现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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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结果而忽略过程，育人本质遭遇认知遮蔽。 
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导致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这一趋势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双

重影响。其一，技术赋能虽为教育创新注入动力，却易诱发主客体对智能工具的路径依赖，削弱人的学

习能力退化与创新意识；其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持续挤压，使教育对象难以体悟思想政治教育深

层的价值意蕴，违背了价值引导的育人本质。 
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僭越可能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作为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为根本使命

的育人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通过情感共鸣实现价值传导，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霸权重构

了教育主客体的交互范式：当技术中介替代人际对话成为教学主导，情感双向交流的断裂偏离了“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现实的人的情感需要，会缩减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性维度，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引领作用。 

3.3. 异智依赖弱化主客体自我意识 

高校思政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易引发异智依赖，导致学习过程中呈现自我意识去中心化

趋势，弱化师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剧“信息茧房”与“算法歧视”风险。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对其产生的依赖心理会削弱自身的

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力，能够帮助教育主客体生成、处理、分析并加工

所需学习材料，提供便利的同时却也使教育主客体产生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弱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收

集和处理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出特点就是“人机交互”，在这种与机器的交流中，易导致教育主

客体缺乏对事实的直接接触，易产生盲从、误判的现象。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推荐模式易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陷入“信息茧房”和“算法歧视”之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根据使用者所喜好的内容再根据所预训练的数据库进行推荐，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针对教育主客体描绘“精准画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仅根据教育主客体所喜好或所存在

的不足进行相应内容推荐，这给“信息茧房”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条件[5]。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

训练所用数据量本身就可能包含对一些事件或群体的偏见，即所谓的算法偏见，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

其生成内容的偏见，也可能造成现实世界偏见的进一步加深，使教育主客体在不经意间受到影响，阻碍

正确价值观的传播。 

3.4. 隐私风险威胁思想政治教育安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必须依靠庞大的数据资源，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则需

要相应的数据资源作为支撑，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过程中还不能保障数据安全，有

可能引发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的隐私风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数据收集的广泛性，二是数

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性，三是数据使用的透明度缺失。在数据收集方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用户

授权相关信息，如学生的个人信息、行为数据甚至生物识别数据，并且在使用过程中相关的记录也将同

步存储于数据库中，此外，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往往需要登录社交账号，社交账号本身又已收集了

用户信息，这些数据若未妥善处理，可能被恶意利用或被第三方窃取。在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性上，

技术供应商可能因技术漏洞导致数据泄露，如此前的学习通数据库信息泄露事件。在数据使用的透明度

上，教师、学生及家长可能不清楚 AI 如何利用数据，如数据是否被用于模型训练亦或是否与第三方软件

共享，在数据使用过程中缺乏教师、学生和家长“知情同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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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领域的实践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已步入智能化转型的新阶段，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领域风

险挑战，可从掌握技术主导、坚守价值主线、重塑协作模式和规范应用边界四方面进行实践路径的探索。 

4.1. 掌握技术主导，打造自主数据支撑的智慧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6]构建智能思政需立足技术

自主创新，研发适配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人机协同赋能思政教育创新。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多媒体内容，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打造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其生成内容符合中

国高校意识形态要求。我国相关运营商已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百度的文心一言、字节跳动的豆

包以及深度求索(DeepSeek)等，而西方国家所打造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建立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上的，在内

容输出方面存在价值观念的差异[7]。智能思政须以技术主权为基础，依托本土化数据基座构建人机协同

育人范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本质的智能化转型。目前，不少高校宣布完成了 DeepSeek 系列大

模型的本地化部署，国产通用大模型 DeepSeek 也由此吹响了进军高等教育领域的号角。我国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结合需要以自主数据作为支撑，高校在运用国产 AI 大模型过程中应建立

自主数据支撑的智能教育，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向智能化新阶段，通过全场景覆盖、多维度数据整

合、智能化决策支持，推动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教育。 

4.2. 坚守价值主线，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播化 

思想文化领域所呈现出多元、复杂、多变的特征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智能思政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主线，加强主流

意识形态的内容播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须坚守人本原则，通过人机协同机制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实现技术向善与价值浸润的辩证统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在应用边

界、内容生成和风险保障三方面应确保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统一。要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审查算法模型，

如敏感词汇检测，明确划定技术应用边界。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特点，搭建思政语料强化学习模型，确

保生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播化。最后应建立起风险防控机制，实时监测

生成内容偏移度，通过强化学习，确保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

过程中需要增强主体性意识，利用技术着眼于自身的全方面发展，坚持与以人为本的价值主线相契合，

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4.3. 重塑协作模式，实现教育主客体的智能发展 

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膨胀发展，就会贬低人的力量，进而逐渐发展为人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

最终导致技术异化。智能思政的前提应保证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技术越界和技术逻辑主导等现象导致

人机地位的异化。 
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自觉摒弃异智依赖思维，增强主体性意识，在人机交互中促进自身发

展。智能思政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为教育者高效完成教学工作提供辅助，与此同时，教育者需不

断提升数字素养，以身作则利用 AI 进行教学。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彰显的人文关怀是机器替代

不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作为一种复杂性的存在，不仅有生存的需要，还有情感上的需求，

情感的沟通与共鸣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交往。倘若教育者在教育中过分依赖于人工智能，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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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将会丢失教育中的人文关怀[8]。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潜藏认

知依赖风险，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易使学生将学习任务异化为技术操作，导致知识内化困难、学术诚

信受损及创新思维缺失，导致教育目标偏离。作为知识学习者，受教育者应当筑牢自身知识根基，坚决

抵制错误观念和不良思维方式。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趋势，受教育者要主动

适应这种变化，努力在人机交互的协作模式下实现自身全面发展[9]。 

4.4. 规范应用边界，确保智能技术应用的合理合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创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隐私安全、价值观偏移

等风险，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明确 AI 应用的边界，构建技术赋能与风险防范并行的治理体系，确保思想政

治教育在智能化转型中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和教育本质。 
智能思政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应通过法律清晰框定，在技术伦理规范框架内释放其教

育创新潜力。首先，须在借鉴国外法律和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的应用作出明

确规定：明确 AI 生成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教育类人工智能应公开训练数据来源和内

容。其次，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应设立特殊的法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因意识形态主阵地属性，其技术应

用特殊性呈现多维挑战性，算法黑箱易导致输出价值观的偏移，如历史虚无主义的隐形渗透，深度伪造

技术有可能被利用为篡改红色资源，消解历史真实性，个性化推荐算法易导致“信息茧房”，削弱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力。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的特殊性需要纳入现有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体系，并且未

经意识形态安全审查的智能模型不可在思政教学中应用，同时需要压实责任主体，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

须标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标识。 
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强大潜力，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在积

极利用这一技术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以谨慎的态度看待其在赋能思政教育中的潜在隐患。未来教育向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抓住人工

智能发展的时代机遇，积极探索高校智能思政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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