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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意味着我国红色资源育人实践已从技术工具主义适时

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AIGC是红色资源教育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

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技术应用、教学实践、育人功能等方面相继遭遇“失灵”，表

明红色资源教育在技术创新、教学改革、价值传承等多个维度面临挑战。引发技术应用危机的深层次因

素既关乎“技术裹挟”不当取代教育本质，也涉及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同时与育人功能让位于技术创

新密切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AIGC的内容创造力及其多模态协同能力，

构筑认知交互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政策引导与技术支撑的制度保障，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教育预期，

重塑红色资源育人的制度纽带。文章为深化AIGC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对于推

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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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icrocosm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General Content 
(AIGC) signifies that China’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has timely shifted from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to a track of coope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good governance, embodying posi-
tive implications for beneficial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While AIGC serves as an institutional 
nexus for integrating diverse forces and building consensus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it 
has encountered successive “failures” in public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teaching practice, and ed-
ucational function, indicating challenge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pedagogical reform, and value transmission. The deep-seated factors triggering this techno-
logical application crisis relate not only to the inappropriate replacement of educational essence by 
“technological entanglement” but also involve the masking effect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 
systematic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enhance AIGC’s content creativity and multimodal coor-
dination capabilities, establish balanced constraint mechanisms for cognitive interaction, and de-
velop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thereby universally 
stabilizing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bonds of red cultural re-
sources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deepening AIGC-enabl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old-
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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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和伟大建党精

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红色资源是我们党

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1]，
这既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教育创

新的投影，近年来我国先后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切入，力图全面构筑红色资源教育的创新体

系：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强化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设立

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专项基金，从组织层面增强红色文化的创新动能；推进 AIGC 技术在红色资源教育

中的深度应用，从技术层面推动育人模式的优化升级等。然而，上述教育创新的种种努力却在当下遭遇

严峻挑战：技术裹挟导致历史叙事失真，符号互动遮蔽价值内涵，育人本质让位于技术创新，红色资源

的教育功能异化成技术展示的“避风港”，严重损及育人预期；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形式大于内容”

“技术代替思考”“创新脱离本质”等问题层出不穷，“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成为教育工作者心头

挥之不去的疑问，并逐层累积、日渐放大成无处不在的集体焦虑。 
在现实的危机挑战下，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开启了新的探索。2021 年国家文物局

联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3 年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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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将“技术赋能、多元协同”确立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基本路径，从政策导向以及随后在

全国各高校开展的多层次实践来看，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已经转向以 AIGC 为核心的技术赋能机

制，其力图改变既往拘泥于技术工具主义的窠臼，将技术创新、教学改革、价值传承有机统一，建构协

同互补的育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领域深刻的范式转换。技术赋能的制度化，意味着红色资源教育中面

临的各种挑战已经纳入系统性的应对机制，而不再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如此体系化的制度思路，既需

要 AIGC 技术的创新赋能，也需要教师队伍的专业支持，更需要学生群体的实践反馈，还需要借助制度

建设推动各育人主体的协同共进。唯有有机整合这些不同源泉、不同形式、不同作用机理的多元力量，

才能彼此取长补短，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效能的良性互动。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究其实质，在于借“技”而达“育”，无“技”则无以为“育”。

“技”与“育”讲求的是技术创新与价值传承的有机统一，是各育人主体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形成

的协同格局。在这一根本性变革的背后，究竟需要何种深层次因素作为制度基础，方能成就技术赋能与

育人效能的良性互动？易言之，是何种机制改变了技术应用与价值传承的割裂状态，将之有效地融合为

互补共生的教育有机体，进而顺利实现以“技”促“育”的制度目标？本文拟从技术赋能的制度困境入

手，深入剖析其系统性“失灵”的机制，探讨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进而

构建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以期为深化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2.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以内容创造力、多模态协同和认知交互力为特点[2]，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

政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根本上看。AIGC 技术与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实质上是一

个以技术赋能推动思政教育质量提升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之中，不仅涉及教育形式的创

新，更关乎教育内容的深化和教育效果的优化。按照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

思政教育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2.1. 沉浸式体验：从认知心理到情感认同的转化机制 

传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静态文本和单向灌输为主要形式，难以激发学生的深度参与和情

感共鸣，其局限性较为明显，其一，静态的知识传递无法还原革命历史的具象场景，导致学生对革命精

神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其二，单向的灌输模式忽视了学习过程中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意义，使教育效果大

打折扣。“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3]，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迅猛发展，AIGC 技术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手段，为打破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的局限提供了突破路径。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沉浸式体验之所以能够提升教育效果，关键在于其实

现了从“抽象认知”到“具象体验”的转化。当学生置身于高度仿真的革命历史场景中，多感官的协同刺

激能够激活大脑的多个认知区域，使历史知识与情感体验实现有机统一，从而在深层心理结构中形成的

认知—情感复合物，超越以往的简单信息的重复叠加模式，能够对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持久影响。 
通过 AIGC 技术的内容创造力，革命历史情境得以具象化为可沉浸体验的虚拟场景[4]。例如，学生

不仅可以亲临“数字一大”来一场初心之旅[5]，还可以“走进”井冈山、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切身感受

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6]，一方面，高度仿真的多感官体验将视觉、听觉、触觉等融为一体，多模态交互

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使红色文化的价值更加鲜活；另一方面，立体化的内容生成使得

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实现对红色历史的深度探索和理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沉浸式体

验不仅限于单纯的情景再现，更在情境化的学习过程中，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深度传达，使学生从被动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3158


程瀚 
 

 

DOI: 10.12677/ces.2025.133158 85 创新教育研究 
 

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革命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内心深处形成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感与责任感。 

2.2. 模态协同：从信息获取到意义建构的转换机制 

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的获得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主体对信息的主动建构[7]。在这个

意义上，AIGC 的多模态协同特性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建构路径。通过视

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的联动[8]，学生能够在多维度的信息交互中形成对革命历史更为立体和深入

的理解。多模态协同的教育机制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丰富的感官刺激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其参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多模态信息的整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深层的认知重构过程，有助于学

生形成更为系统和牢固的知识结构。 
特别是在革命精神的传承中，这种立体化的学习体验能够帮助学生突破时空限制，真正体会革命先

辈的精神世界，使红色资源教育从“静”向“动”转变。例如，中国红色文化传播视听代表作《当 AI 遇
见英雄：杨根思，这样一位年轻人》利用 AIGC 技术还原杨根思短暂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9]。AIGC 与红色资源的融合进一步让学生在虚拟的红色文化学习场景中，可以同时看到、听到革命历

史中的关键时刻，并通过触觉反馈感受到环境的变化，其动态的多模态协同能力使得红色文化的学习更

加生动，使学生在多感官协同的体验中获得更为真实、深刻的历史感知[10]，从而实现从“静态接受”到

“动态体验”的跨越，增强学习的效果和深度。 

2.3. 认知交互：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型机制 

认知交互力的核心在于实现教育过程中的双向建构。AIGC 技术通过人机对话、场景互动等方式，能

够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主动建构者。其深层意义在于，得以重构传统的教学关

系，使教育过程成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教育潜能，即 AIGC 的认知交互力

能够让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 
从实践路径看，认知交互的实现需要以下要素的支撑：其一，智能化的学习诊断系统，能够准确把

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其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设计，使教学内容和方式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

特点；其三，及时的反馈与评价机制，帮助学生在互动中不断调整和优化学习策略。三个维度相互关联、

彼此支撑，共同构成 AIGC 赋能红色资源教育的系统性机制。 
目前已有运用 AIGC 技术用活红色资源带动受众主动性的案例，如贵州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通过“全

域行浸”带着观众重走长征路[11]。有研究表明，学生在使用 AIGC 工具后，既提高了学习效率，也改善

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认知交互力的建构赋予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得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与探索者。系统性机制的构建，不仅能够提升教育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

推动思政教育实现从形式到内容、从外在到内在的整体性变革。 

3.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困境与系统性“失灵”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12]。作为一种新

兴的教育技术应用模式，AIGC 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运用既体现了技术赋能的积极效应，也

暴露出深层次的制度困境。从整体主义的分析视角看，这种困境不仅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具体问题，

更反映了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值

得关注的系统性“失灵”。 

3.1. 技术裹挟与制度异化：红色资源叙事的真实性危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技术裹挟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异化现象，即技术逻辑对教育本质的不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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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数据驱动的制度偏差。在 AIGC 的技术框架下，红色资源叙事高度依赖于数据训练与算法生

成。其依赖关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约束：算法选择决定了叙事路径，数据质量影响着内容真实性。

当数据存在选择性偏差或代表性不足时，生成的叙事内容就可能偏离历史真实[13]。特别是在复杂历史事

件的处理上，算法简化往往导致对历史多样性和深层精神内涵的遮蔽。其制度性偏差不仅影响了教育内

容的准确性，更可能导致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片面理解。 
第二，个性化推荐的制度陷阱。以用户偏好为导向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实质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教

育供给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算法逻辑取代了教育规律，用户需求凌驾于价值传递。这种制度安排虽然

提高了参与度，却可能导致严重的价值偏移：一方面，复杂的革命历史被简化为易于传播的标签符号；

另一方面，深刻的精神内涵被消解为碎片化的感官体验[14]。这种制度陷阱的根源在于将教育过程等同于

信息消费，忽视了文化传承的特殊性。 
第三，文化工业化的制度隐患。从深层制度逻辑看，技术裹挟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导致红色文化的工

业化生产。这种工业化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技术理性主导下的标准化处理，使得红色资源逐渐沦为

可复制的文化商品；其二，市场逻辑驱动下的需求导向，导致教育价值让位于娱乐效果[15]。此制度性异

化不仅损害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更可能从根本上侵蚀其育人功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制度失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三者共同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困境：技术赋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传递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困境

的破解，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应用的制度框架，在保持技术创新活力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价值导向机

制。 

3.2. 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技术赋能中的价值异化 

符号互动论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可以帮助理解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以及其形成机制

[16]，从制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看，AIGC 驱动下的符号互动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安排。这

种制度安排在追求个性化和精准推送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生产与传递机制。然而，当技术逻辑

凌驾于文化逻辑之上时，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就会显现，导致价值传递的系统性偏移。 
从个性化推荐的制度悖论来看，个性化推荐表面上是一种提升教育效率的技术创新，但从深层制度

逻辑看，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这一范式存在以下内在矛盾：一方面是认知封

闭与价值开放的矛盾。AIGC 基于用户数据构建的“信息茧房”，虽然提高了学习的精准度，却限制了认

知的广度。存在天然的制度性认知封闭，造成红色文化的多维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展现。另一方面是效率

提升与价值深化的矛盾。技术驱动下的快速匹配虽然提高了学习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对文化内涵的肤浅

理解。其重效率轻深度的倾向，实质上是对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一种制度性削弱。 
从主体性缺失的制度风险来看，AIGC 主导的符号互动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一方面，

算法推荐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的知识权力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学习者的主动选择权被让渡给了技术

系统，教育过程逐渐异化为被动接受的技术输出；另一方面，这种主体性的弱化直接影响了价值认同的

形成。当学习者失去了主动探索和批判思考的空间，红色文化的深层价值就难以通过真实的心灵对话得

到传承。 
从文化逻辑的制度性来看，AIGC 对符号互动的技术重构，实质上是对文化传承逻辑的系统性消解：

一方面，技术主导的内容生成模式，将文化传承简化为数据处理和算法匹配[17]，从而忽视了红色文化传

承中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基于用户行为的推荐逻辑[18]，使得文化传播沦为需求

满足的工具，其工具化倾向严重损害了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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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的制度问题，反映了

当前教育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导向偏差，而只有在技术赋能与价值传承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真

正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发展。 

3.3. 技术主导的让渡：育人功能让位于技术创新的风险 

AIGC 赋能的红色资源教育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也面临育人功能让位于技术主导的风险。 
首先，AIGC 的技术主导特性使得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技术创新

的驱动。AIGC 的内容生成机制以算法和大数据分析为核心，技术的自主性与高效性往往优先于教育的育

人目标，使得教育过程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运作而非教学价值的内在需求。虽然技术手段极大提升了红色

文化传播的效率与覆盖面，但也存在以“技术至上”替代“育人为本”的倾向，导致红色文化教育的精神

内涵和情感感召力逐渐式微[19]。 
其次，技术导向的教学实践容易产生“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红色文化教育被简化为技术展示的

附属品，失去了育人本应具备的深刻性和思想性。在 AIGC 赋能的教学过程中，虽然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技术手段能够打造出高度仿真的学习情境，但如果教育目标不清晰，教师对技术的依赖容易导致教

学内容浅层化，学生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解和内化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深刻的思想认同与价值共鸣

[20]。此外，“技术驱动教学”的方式未必真正契合红色文化的育人目标，可能导致育人效果的弱化。 
最后，过度依赖技术创新可能削弱教师在红色资源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影响育人过程中“人”的因

素在教育中的体现。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与人性应当被强调，然而在现代教育的技术导向中，这些要素逐

渐被忽视[21]。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注重情感共鸣和价值引导，其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言传身

教、个性化关怀以及对学生心理的精准把握。但技术主导的教学模式可能将教师的角色边缘化，使教师

成为技术的辅助工具，而非教育的主导者。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因此减弱，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也难以

通过冷冰冰的技术互动而得以建立和巩固，从而影响红色资源教育的育人实效。 

4. 实现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技术应用模式，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创新

的自发推动，而必须建立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从整体主义的制度构建视角看，这一保障体系应当包含以

下三个有机维度：政策引导、技术支撑、教师赋能。三者相互支撑、彼此增益，共同构成了推动 AIGC 赋

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基础。 

4.1. 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看，政策引导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制度激励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相关主体

的行为选择向着既定目标转变。在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进程中，政策引导主要通过

以下路径发挥作用： 
第一，战略定位层面明确了发展方向。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到《关

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都为 AIGC 与红色资源教育的融合确立了清晰

的战略方向[22]。这种顶层设计不仅为具体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信号传递，引导各

方主体形成共同预期，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二，规范建设层面构建了制度框架。为确保红色资源在数字化过程中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相关政

策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规范体系。比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对红色文化数字化的程

序要求、质量标准和监管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其功能在于对技术应用的约束，更在于对教育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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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保障。 
第三，资源配置层面优化了要素组合。政策通过专项资金支持、科研项目引导等方式，促进高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创新联盟。制度性的资源整合，既能够提高创新效率，又能够降低创新风险，

是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制度基础。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上述政策引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闭环：一方面，通过明

确的战略导向和资源支持，激励各方主体积极投入技术创新与教育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建设和监

管体系，确保创新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引导的效果取决于其与实践需

求的契合度。当前，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方法创新

的多重挑战。政策引导必须准确把握实践需求，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

发挥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4.2. 技术支撑：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构建逻辑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技术应用的物质基础，更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在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

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现代化既涉及硬件支撑体系的构建，也关乎软件平台的整合与优化，

二者共同构成了技术支撑的制度框架。基础设施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应当遵循系统性思维： 
首先是物理基础层，即包括高速网络、存储系统、计算设备等在内的硬件支撑体系，其关键在于解

决“可及性”问题，特别是要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普遍覆盖。例如，在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

中，“云物大智”技术的融合应用有效克服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局限[23]，为红色资源教育提供了更为广泛

的覆盖面。 
其次是平台支撑层，即承载内容展示与互动的数字平台体系，其核心在于解决“可用性”问题，通

过构建功能完备、交互友好的数字平台，为教育实践提供有效载体。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CLIP 模型实

践结果，多模态平台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教育效果的质量[24]。 
最后是安全保障层，即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技术防护体系。这一层次着重解决“可信性”问

题，通过严格的数据安全规范和技术防护措施，确保红色资源数字化应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基于上述构建逻辑，基础设施优化的具体实践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坚持整体性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统筹考虑物理基础、平台支撑和安全

保障三个层次的协同发展，整体性规划有助于避免资源浪费和系统碎片化。 
第二，注重普惠性原则。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充分考虑教育公平，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地域、经济等限

制因素，确保红色资源教育的广泛覆盖与均等获得。 
第三，强化安全性要求。在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置于核心位

置，通过技术与管理的双重保障，确保红色资源数字化应用的安全性。 

4.3. 教师赋能：制度变迁中的人力资本优化机制 

教师赋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培训过程，更是一个深层的制度变迁机制，涉及教师角色的重新定

位、教学模式的创新重构以及评价体系的系统优化。教师作为教育的核心力量，通过专业能力的提升和

技术的深度融合，既能推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变革，也成为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资源传承的重要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首先，教师角色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和技术整合

者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教学方式的改变，更体现了教育制度的深层变革：一方面，在知识生产维度，教

师由单一的知识传播者转变为知识建构的组织者。在 AIGC 技术支持下，教师需要整合虚拟现实、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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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等多元技术手段，构建更为丰富的教学情境，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另一方

面，在教学互动维度，教师成为技术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其作用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对教学过程

的深度重构[25]，需要教师具备将技术、内容和教学法有机融合的系统能力。基于上述制度变迁的要求，

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应当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构建多层次的培训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包括技术应用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等

多个维度，通过专项培训、工作坊和跨学科交流等形式，实现教师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建立协同创新机制。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形

成集体智慧的良性积累。特别是要注重技术人员与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深度对话，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有机

融合。 
第三，完善激励评价机制。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激励教师主动适应新技术环境，积极探索创

新性的教学方法。例如，AIGC 在智能化评价与反馈机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数据分析能够为教师提供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入洞察[26]。数据驱动的教学方式通过 AIGC 技术与教师的协同作用，有望进一步强化

红色资源教育的“因材施教”功能，显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5. 结论：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展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加

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AIGC 技术的赋能为红色资源的传承与创新注

入了新的活力。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未来发展既关涉技术创新与

育人使命的有机统一，也涉及制度变迁与价值重塑的深层变革。 
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技术观。AIGC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力量，其介入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

践既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也不能固守技术悲观主义的偏见。关键在于将技术创新置于育人目标

的引领之下，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在这个意义上，

AIGC 不应被简单视作技术工具，而是要将其视为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 
其次，要不断完善制度供给。当前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中的诸多失灵现象，

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的不足与错位。应当加快构建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以规范性文件明确各方权责边界，

稳定相关主体的制度预期。特别是要重视人力资本建设，在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等方面加大投入，为制

度变迁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再次，要注重实践创新。AIGC 技术日新月异，其与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也处于不断探

索之中。应当鼓励各高校立足实际、因校制宜，大胆探索创新路径。通过试点示范、经验推广等方式，逐

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为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经验。 
最后，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对技术赋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

强烈的责任担当。要及时发现和研究实践中的深层次矛盾，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制度设计，确保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育人实效。这不仅需要理论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扎实的实践探索，二

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推动 AIGC 赋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技术手段的持续升级、育人理念的与时俱进，AIGC 赋能红色

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时代脉搏、注重实践创新

的基础上，不断开创思政教育的新境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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