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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刻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内在诉求与逻辑，是在政策驱动、技术赋能、满足

主体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来自价值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等

结构性矛盾。为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就应该从加强技术治理，建构可控性数字教育生态；推进制度

创新，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保障体系；提高价值引领，回归育人本质的技术应用，为实现教育

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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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internal demands and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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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n, technology-enabled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main body. However, th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value 
level,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technical level. In order to resolve thes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we 
should strengthen technic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 a controllable digital education ecology; pro-
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uarante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improve value guidance and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educating people provides strong ide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goal 
of educational power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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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1]同样，也没有同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展与演变。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化、普遍化、纵深化必然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

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数据要素为基础而产生的系统性、全局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形成协调、交叉与共存的良性关系，通过数字技术驱动与数据要素赋能来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个要素重新组合，改进其系统结构，以此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进而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赛道。《教育强国建设规

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提出“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际

化，建设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2]。意味着想要创

建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认知模式与教育方式，就要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阻

力、实践路径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性和深层次的寻绎。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成逻辑 

2.1. 政策驱动：教育强国战略的数字化部署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

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3]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

程度上反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就要求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使思想

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2022 年，《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

指出：“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包括学生数字素养培养，利用数字

技术资源开展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校协同共育。”强调了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强

化教师的数字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师应充分学习数字意识形态，协同利用线

上线下教育平台，整合数字教育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同年，党的

二十大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健全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4]思想政治教育作

为我国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贯穿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加快其数字化转型是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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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重点要求。 
202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落实终身学习的制度保障，不仅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对党的二

十大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贯彻。2025 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的颁布，提出建设教育

强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加快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汇贯

通，塑造立德树人的新格局。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驱动下，为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开辟思想政

治教育在数字教育的新赛道提供广阔的前景，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时代赢得育人主动权的重要抓手。 

2.2. 技术赋能：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教育适配性 

随着互联网、元宇宙、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发展，人类也大步地迈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是由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文化与数字社会

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议题，进行理论聚合和分拣内生而成的文明形式[5]。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

先是自动化的信息采集、计算和传递，使人们分析信息，进行数据传递的效率大大提高，通过收集、整

合、分析这些数据可以为社会带来新的价值，创造新的机遇。其次，数字技术的普及化，使得人们接受

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部分人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通过超链接文本、网络直播、视频

评论等方式转变为信息的输出者，甚至可以是信息的主导者，然而，当我们处于被数字技术全方位裹挟

的数字时代时，催生出的一系列数字伦理、数字风险、算法黑箱、数据泄露等问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

介入来引导数字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想要解决数字技术带来的问题，就亟需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

命题、范畴、手段、内在逻辑等，进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加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开

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育人的新形态。 

2.3. 主体需求：传统思政教育的学习范式转型 

2025 年，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上网人数从 1997 年的 62 万人增

长至 2024 年的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78.6%。”[6]可见我国的网络化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而数

字化是对网络化的超越，人工智能、数字交互、数字图像、云计算技术等各类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发展，

使得教育主体在数字空间中可以获得更加沉浸式，立体式的听觉、视觉、触觉的感受，教育的时效性显

著提高，教育主体逐渐向数字主体转变，人们更倾向于在数字空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对数字化教

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教育内容的趣味性、教育方法的创新性等。然而，数字空间的教育存在碎

片化、娱乐化等问题，可能导致价值观呈现零散状态，对我国主流价值观教育产生冲击。其次，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用灌输方式来引导思想、规范行为，教育内容和方式更新缓慢，干涩抽象，难以理解，

使数字教育快捷性与传统教育滞后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歧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化解上述冲击

和分歧，立足于教育主体的需求，采用数字化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向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伦

理特质、文明守则、礼仪规范等数字化转型。 

3.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矛盾 

3.1. 技术性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交融、互嵌、共存，并且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分众的个性化学习服务，

并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流程创新、功能升级与结构优化，极大地提高教育的时效性。但是技术深度且广泛

的应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技术性矛盾。表现为数字技术的介入并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被技术反噬。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随着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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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普及，通过其个性化分析，精准推送等功能，可以快速地吸引大量的用户，人们会将生活、工作、学

习中的大部分问题倾向于寻求数字技术解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甚至将数字技术作为自己的“副

脑”，并逐渐产生依赖，但是算法的娱乐化和偏见性推荐会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话语体系以

及主流价值作用，可能导致工具理性逐渐超越了价值理性，且上升为主导地位，这可能使人们在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再看重主流价值的教育的作用，而是更加习惯于在数字技术领域获取自己想要学

习到的价值观内容，并且数字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和流量，会大量采用这种娱乐化的算法推荐，使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的思想要么变得单一要么更为复杂，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难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一种现实化的教育，数字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为我们打造了虚拟学习空

间，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阵地。但两个阵地的并起，令“青年群体的身体在场与思想在场已不再

相互依赖”[7]。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合难度增大，很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难以实现线上线下两栖登场，

随之而来的身份虚拟、身体离场、知识碎片，加大了教育的主体和教育内容的明确化、具体化、现实化

的难度，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整体性、连续性的发展。 

3.2. 制度性矛盾：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途径，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的实践平台。党的十九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为此制定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和转型措施。《纲要》提出，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

际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旨在数字化教

育要重点应用于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规范化的制度为数据安全保障、数字资源供给合理、教

育运行机制有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利用 AI、大数据实施精准教学，通过智能平台接轨国际教育资源，

贯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城市教育、农村教育、中西部教育等各层级，形成连续化、公平

化、服务化的数字教育生态。 
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弥合既有差距，反而因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区

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呈加剧态势。尤其在教育领域，农村地区面临数字资源供给不足与基础设施薄

弱并存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城乡网络覆盖、终端设备配置及数字素养水平存在显著落差，数字化建设

滞后使数字教育资源难以实现普惠共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政策举措因基层执行能力不足、

配套机制欠缺而难以有效落实至教育实践，进一步制约了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

化转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受限于资金、技术与师资短板，其数字化进程呈现碎片化、非均衡性特

征，部分试点校虽依托项目支撑实现局部突破，但区域协同不足、平台互操作性较低、课程资源适配性

差等问题，导致数字化转型停留在“盆景式”探索阶段，难以形成全域协同、深度融通的数字生态体系。 

3.3. 价值性矛盾：教育目标与技术异化的悖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

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行为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技术异化问题主要体

现在技术依赖、数据泄露、算法偏见、数字鸿沟等方面，这些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观

念、促进全面发展等本质目标存在一定冲突。首先，学生和教师习惯性使用数字技术答疑解惑，甚至沉

溺在虚拟空间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教育者的引导作用被削弱，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被解构，师生

之间的沟通逐渐淡化，情感纽带逐渐松弛，不利于师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随之而来的批判思维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学术诚信等价值观问题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展开。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涉及大量个人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由于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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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属于规范思想、道德、行为的科学，数据一旦泄露，可能导致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对于思想政治教

育的数字化转型出现抵触情绪，甚至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力。 
最后，算法偏见可能干扰正确的价值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会根据用户的

浏览历史、搜索记录等进行个性化推荐，长期接受固化、单一的价值观教育内容，极易掉入信息茧房陷

进，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接收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单一或片面，使他们难以接触到多元的价值观和文化

思潮，不利于他们形成客观的、公正的价值判断，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导向功能的实现。 

4.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路 

4.1. 技术治理：构建可控性数字教育生态 

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教育生态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迭代的必然要求，

更是遵循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本质需求，需要通过技术治理实现外在数字形态与内在育人逻辑的有机统

一，将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效统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之中，从而构建具有人为可控性的数字

教育生态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两个方面发力。 
首先，在内容生产维度，技术治理需以“精准化”和“动态化”为双重导向，实现教育内容供给与主

体需求的精准匹配。《纲要》中强调，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将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蕴

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转化为可数字化传播的教育资源。通过建立红色育人资源数字化转化机制，运用

知识图谱构建技术、大语言模型等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深度互嵌。在此基础上，构建

智能内容推荐系统，例如国家支持建立“大思政课”云端平台、智慧思政共享平台等，依托算法模型实

现教育内容的动态调控与定向推送，确保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始终锚定正确价值方向，

形成“内容–技术–价值”三维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 
其次，在空间构建维度，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需立足当前育人环境的开放性、复杂性、动态性

等特点，融合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坚持以学生为本，构建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关系空间深度融合的

育人空间[8]。技术治理致力于突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二元对立，打造虚实融合及线上线下两栖登场

的育人新场域。通过构建“大思政课”数字化品牌矩阵，将主流价值观嵌入数据产出、算法设计等技术

链条的内部逻辑，实现价值引领的隐性化渗透。同时，利用线上线下融合育人机制，构建“共识共在”、

“全时全域”的思政教育网络，使数字技术成为价值观传播的隐形载体，最终达成“技术赋能思政，思

政规范技术”的良性互动格局。 

4.2. 制度创新：完善数字化转型保障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导向的双重变革[9]。政策

导向架构起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比如“人工智能 + 教育”范式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

的实施以及数字强国建设目标的确立，本质上是将技术赋能教育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制度性规范，使思想

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摆脱自发演进，成为具有明确价值指向与行动纲领的系统性实践。这种制度创新构

建起“目标–路径–保障”三维一体的制度体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聚焦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通

过制定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等制度工具，将数字能力转化为教师专业发

展的制度化要求。这种制度设计将数字素养解构为教育主体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要具有技术应用、数据

思维、价值引领等综合能力，确保教育主体在数字时代具备驾驭技术与传播价值的双重能力。 
另一方面，要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就要着眼基础教育和基层教育

领域的制度下沉，通过建立数字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将政策红利向基础教育、基层教育与贫困地区延伸。

这种制度创新以缝补数字鸿沟为突破口，既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涵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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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质共享，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从精英化到普惠化再到常态化，使制度创新成为促进教育公

平、实现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4.3. 价值引领：回归育人本质的技术应用 

在数字时代，数字化不仅能使人们更快、更准确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各个要素，还提供了更

具前瞻性的教育视野，但是数字化连接的是客观数据，不能与人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不能激活人的

神经机制[10]。这背离思想政治教育“以心育心、以德育德”的教育需求。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

转型并非传统教育模式技术迭代与升级，而是涵盖重构育人环境、革新育人理念、创新育人模式、整

合育人资源及评估育人成效的系统性变革。《纲要》中提出要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而必须坚守“以人为中心”的育人坐标。这就要求在育人模式层面，需遵循协

同性、立体性、整体性的育人逻辑，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数字化生态。因此，需要充分利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理论体系。更需将

教学、管理、评价等环节的全要素纳入数字化转型框架，通过建立教育主体、内容、载体与环境间的

数字化协同机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动态优化与精准配置，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育人目标，契合数字

时代教育发展规律。 
再者，从育人系统思维层面，需辩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人作为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环境的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着教育主体认知、内容传播与载体形态，促使教育

要素的结构与功能发生演变；另一方面，需依据这种动态变化，系统整合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各个

要素，释放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时代的育人效能，实现技术应用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确保数字化转

型始终服务于育人本质。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依托数字技术重构教育生态，通过优

化教育路径、改善资源供给、提升教育主体获得感的系统性变革过程。然而，数字技术的“双刃剑”属性

在赋能教育创新的同时，也衍生出价值导向偏移、数据安全风险、认知茧房固化等负面效应，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与育人实效构成潜在挑战。破解这一矛盾需构建“技术治理–制度创新–价值引

领”三位一体的应对机制，既要发挥数字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效能优势，又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

规律。只有在技术逻辑与教育规律的动态平衡中，妥善处理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

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现铸魂育人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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