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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日新月异地进步，其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应用正不断拓展边界。在这一智能化浪

潮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境迎来了新的考验与契机。文章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所展现的价值、实施的有效途径，以及所遭遇的挑战与相应的解决策略，旨在为

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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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ts penetration and applica-
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its boundaries. In this wave of intelligence, 
the practical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has encoun-
tered new test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value, effec-
tiv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hallenge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nolog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
ences and inspiration for workers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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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大潮中，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独特优势，在教育领域扮演着愈发关键

的角色。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与民族未来，其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与强化显得尤为关键。AI 技术的融入，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颖的思路与实践途径。本文将从 AI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现状切入，

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价值、实施路径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旨在为相

关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 

2. AI 技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目前，高校纷纷探索将 AI 技术融入思政课堂，通过智能化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手段，创新

教学方式方法，提升教学效果[1]。同时，AI 技术还被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服务、学情分

析、资源推荐等方面，为大学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学习支持。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的应用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仍面临若干局限性[2]。具体而言，一些高校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

深度及实际应用能力有限，这制约了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同时，部分大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纳程

度与使用积极性不高，这一态度阻碍了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实际应用[3]。除此之外，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不得不面对数据安全保障、个人隐私维护等一系列挑战。 

3. AI 技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AI 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展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这一技术的深度融入，不仅革新了传统教学模式，还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手段，

使得教育过程更加高效、个性化且富有吸引力[4]。 

3.1. 沉浸式教学：思政教育的新篇章 

AI 技术通过智能化教学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创新手段，为思政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能

够将原本抽象、枯燥的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形象、直观的虚拟场景。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

现历史关键时刻，让学生仿佛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亲身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或者通

过模拟社会现象，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探索社会问题，加深对思政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这种沉浸式的教

学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

和实效性[5]。 

3.2. 个性化学习：精准对接多元需求 

AI 技术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模式及兴趣倾向的深度分析，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个性化配置。它能够根

据每位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智能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确保每位学生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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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下学习。这种个性化的服务策略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参与度，帮助他们更加迅速而深入地掌握知识与技能。同时，AI 技术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

动态调整学习难度和内容，确保学习效果的最大化。 

3.3. 精准教学评估：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AI 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精确捕捉学生的学习进展和表现，为教师提供全面、细致

的教学评估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包括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涵盖了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知识掌握程度

等多个维度，为教师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学反馈。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更加精准地制定教学策

略，调整教学方法，确保教学活动始终贴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这种精准的教学评估机制，有助于教师持

续优化教学流程，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3.4. 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 

AI 技术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时空限制，使得教育资源得以跨越地域与时间的局限，实现前所未有

的广泛共享与互动。无论学生身处何地、何时，只要拥有网络连接，就能轻松访问到高质量的学习素材

和信息。这种跨越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知识架构，为他

们的未来学业和人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与能力基础。同时，AI 技术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

利用，提高了教育资源的整体效益。 
综上所述，AI 技术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它不仅能够实现沉

浸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服务；精准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展；突

破时空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这些变革性的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教育的面貌，推动着教育事

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4. AI 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 

4.1.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AI 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创建虚拟教学场景，如 VR 革命纪念馆、历史博物馆等，让学生身

临其境，深刻体验并理解思政内容，极大提升学习趣味与实效。结合智能化教学平台，如在线学习及智

能测评系统，精准分析学生行为与兴趣，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优化学习路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融合线上讨论与线下实践，如实地考察，激发学生参与，深化知识理解。这些创新举措丰富了教学手段，

显著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效果。 

4.2. 加强个性化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应致力于构建学生个性化学习体系，其中一项关键举措是创建学生个性化学习

档案。这些档案详尽记录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兴趣偏好等多维度信息，为教师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计

划及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助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基于这些学习档案，学校能够智能匹配并向学生推荐个

性化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覆盖了广泛的领域，从课程视频到学术论文，再到专家讲座，旨在满足不同

学习风格和需求的学生，确保不同学生获取适合自己的知识。此外，思政教育工作还应实施个性化辅导

与答疑机制，提供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解答与指导。这种精准且富有针对性的辅导方式，有助于学生更

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思政知识，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 

4.3. 优化学情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利用 AI 技术，深化数据分析的应用，从而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与潜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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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过 AI 技术的强大分析能力，全面收集并解析学生在学习成绩、投入的学习时长以及具体学习行为

等多维度上的数据。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学生的学习状态，还精准定位了他们在学习路径上可能遇到的

难点与挑战。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着手构建学情反馈机制，该机制如同一座桥梁，将细致

入微的学生学习状况与教师及管理人员紧密相连。这一创新举措确保了教育者能迅速捕捉到学生的需求，

据此调整策略，实施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此外，AI 技术还被应用于学情评估与未来学习趋势的预测中。

通过对大量学习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够对学生的整体学习成效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并前瞻性地预测

其学习路径上的可能走向。这些基于 AI 的评估与预测结果，为教师和管理层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助

力他们做出更加科学、精准的决策，以引导和支持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与发展，共同推动教育质量的飞跃。 

4.4. 促进资源共享和交流 

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与教育质量的提升，高校应当积极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这一平台旨在将校内外的优质学习资源，如精心录制的课程视频、前沿的学术论文以及专家学者的精彩

讲座等，进行整合与共享。通过这些多元化的资源，不仅能够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和能力层次学生的需求，

还能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此外，高校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通过与其他高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分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成功经验，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推动教

学方法与内容的创新。这种跨校际的互动，不仅能够提升各校的教学水平，还能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

展，为师生提供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这不仅能加深他们

对思政理论的理解，还能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此类活动提供实践平台，助力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综合素质，为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论 

AI 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挑战与机遇。创新教学、强化个性化服务、优化学情分析及

促进资源共享，可提升教学效果。针对技术局限、学生接受度低及数据安全问题，高校需制定策略，确

保 AI 深入应用。展望未来，AI 技术将推动思政教育迈向更广阔的发展与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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