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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张瑞敏

渊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上海 200241冤
摘 要院大数据技术的兴起袁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袁而且变革了

人们的思维和社会环境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数据袁其应用渗透到我国各行各业遥随着
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经历了起步尧探索到融合发展的阶
段袁在此过程中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生活和思
维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尧方法尧载体以及环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变革袁为新时
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遥与此同时袁新技术的发展和变革袁也给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困境和挑战袁包括受传统定势思维束缚的困境袁技术薄弱和人才缺乏
的困境尧由数据存储及运用不当带来的伦理困境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的困境遥 基于大数
据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袁我国学者在将两者相结合方面提出了
诸多理论和实践预想袁包括变革教育思维袁树立大数据意识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据
素养尧寻求大数据技术支持和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尧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教学及管理方式
方法尧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袁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尧针对性和实效性遥
纵观理论界相关研究成果袁对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了较全面的论述袁但继续
深化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涵袁从实践运用中提供实证支撑尧在比较研究中加强学
科借鉴尧在内容为王的基础上实现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仍是重要的时代课题遥

关键词院大数据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曰校园信息化曰融合发展曰实效性曰综述
中图分类号院 G641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2-8580渊2017冤03-0068-17

一尧引 言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袁也逐渐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袁尤其是 2012年
至今袁大数据技术以迅猛之势在我国发展和应用袁为各行各业的创新创造提供巨大动力和丰
富资源袁大数据成为 21世纪重要的野矿产冶与野石油冶遥国家层面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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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袁在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中袁大数据首次出现袁强调要设立新兴产业
创业创新平台袁在新一代移动通信尧集成电路尧大数据等方面赶超先进袁引领未来产业发展遥
2015年全国野两会冶成为大数据发展的里程碑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袁提出要制定野互联网+冶计
划袁推动云计算尧大数据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袁促进大数据的升级发展遥 2015年 8月袁国务院通
过叶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曳袁为加快建设数据强国袁对大数据产业发展做了全面部署遥
2015年 10月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袁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遥 2016年袁政府工作报告中袁对互联网大数据建设的关注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袁提出要促进大数
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广泛应用袁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遥 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数
据袁对经济尧农业尧医疗尧教育等各行各业产生巨大影响遥 2016年 5月袁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
上袁大数据又被赋予助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遥

在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以及国家的大力倡导下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掀起融合新技
术进行变革的浪潮遥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
著成效遥 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袁新技术层出不穷袁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时代出现乏力情
况袁实效性不足问题日益凸显遥 借助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变革传统育人思维尧更新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体系尧革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是当前面临的时代
任务遥 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为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指出了方向袁能够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全面尧准确把握学生思想行为袁切实贯彻落实野以人为本冶育人理念提供
可靠保障遥 但由于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仍处于初级阶段袁诸多方面仍需完
善遥 故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以及比较借鉴其他学科如何运用大数据的基础上袁探
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的现实状况袁着力补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实
践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袁以期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做出有益探索遥

二尧大数据的内涵及特征

野大数据冶的生成是一个以社会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依托的
动态过程遥对于数据的运用袁古已有之遥但因其数据量有限尧结构单一尧处理简单等特征袁蕴含
的价值有限袁属于小数据技术的范畴遥 伴随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尧智能终端的普及袁人类产
生的数据量急剧增加袁数据结构日益复杂化袁远远超出人力所能处理的范畴遥 约自 2009年伊
始袁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袁野大数据冶逐渐成为流行词汇遥 2012年 3月袁美国联邦政府发布
野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冶袁将大数据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遥 联合国在 2012年发布的大
数据白皮书野Big Data for Development: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冶中指出袁大数据时代已经到
来[3]遥

关于大数据的内涵袁当前并无统一界定袁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院渊1冤大数据是一种
全新的信息资产遥 野大数据冶研究机构 Gartner认为袁基于海量化尧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特征袁大
数据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产袁需要借助区别于传统的新的处理模式袁才能增强决策力尧洞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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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遥 渊2冤大数据是一个庞大的数据集合遥麦肯锡全球研究公司将大数据定义
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尧存储尧管理尧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
据集合遥 渊3冤英国学者维克托窑迈尔要舍恩伯格在叶大数据时代曳中认为袁大数据并不是一个确
切的概念袁今天人们所言大数据袁是指在小规模的数据基础上不可以完成的事情袁而能够在大
规模数据基础上做到[4]遥渊4冤大数据是管理巨大规模独立数据的能力遥在由 John Wiley图书公司
出版的叶大数据傻瓜书曳一书中袁对大数据的界定是袁一种新旧技术的结合袁可以管理规模巨大
的独立数据袁适时尧适速的进行分析和响应袁以帮助公司获取可行的洞察力[5]遥 渊5冤2015年度十
大科技创新人物周涛在 叶为数据而生要要要大数据创新实践曳 一书中将大数据的定义总结为袁
野大数据是基于多源异构尧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分析所产生的决策流程尧商业模式尧科学范式尧
教育理念尧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上的颠覆性变化的总和冶[6]遥 这一总结传达出作者对大数据的
全面认识袁认为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袁更是一种理念袁运用大数据理念袁才能在各行各业挖
掘出巨大价值遥 渊6冤国内学者徐子沛认为袁大数据不仅仅在于其容量之大袁更侧重于其蕴含的
巨大价值遥 人们通过提升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袁创造出新的知识和价值袁从而推动社会向前
发展遥 渊7冤邬贺铨院士指出袁大数据是指一个有着巨大数据量的数据集袁之所以受到重视袁是因
为从中可以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7]遥 虽然在数据规模日益庞大的基础上袁分析和处理的难度也
随之增大袁但是大数据蕴含的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遥 对大数据的有效利用袁可以推动社会的巨
大发展遥 渊8冤复旦大学朱扬勇教授认为袁当前对大数据的部分定义存在一定的问题袁不能把数
据集尧技术挑战或者数据应用简单的定义为大数据遥 大数据的定义应当描述为野为决策问题提
供服务的大数据集尧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总称遥 冶[8]

纵观对大数据内涵的描述与界定袁在关注其数据量大尧增长速度快尧数据结构多源等这些
数据本身的变化外袁也侧重对大数据蕴藏的巨大价值的关注遥 这让我们对大数据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袁大数据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袁一种手段袁更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袁是构成社会巨
大发展的价值因素遥

关于大数据的特征袁经历了由野3V冶尧野4V冶到野5V冶的演变袁这一归纳也取得了学界相对一致
的认同遥 2001年 DougLaney最先提出野3V冶模型袁包括大规模渊Volume冤尧高速度渊Velocity冤和多
种类 渊Variety冤[9]遥 互联网数据中心渊IDC冤认为大数据还应当具有价值性渊Value冤袁大数据的价值
往往呈现出低密度的特点遥 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渊IBM冤 认为大数据必然具有精确性
渊Veracity冤袁由此构成 5V特征遥

三尧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焦点问题

国内对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进程袁随着大数据在我国的逐渐兴起而不
断发展遥 基于对文献的检索和分析袁截止 2017年 3月 10日袁以野大数据冶并含野思想政治教育冶
为主题词在知网上检索袁相关文献 489篇袁487篇出自 2013年及以后遥2013要2017年的文献数
量分别为院5袁32袁150袁268袁32遥 可见袁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不断地被关注袁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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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遥 综观现有文献袁国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的研究焦点集中
于以下问题院一是如何在野数字化冶生存环境和状态下解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乏力问题遥 高校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袁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任袁在市场化尧全球化尧
信息化的发展大潮中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遭到诸多质疑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
导权和话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袁对如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袁学界做了不懈的努力
与探索袁但往往收效甚微遥 究其原因袁重要的一点在于未对学生进行整体尧全面尧动态的把握袁
缺乏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教学与管理遥 教育内容和方法陈旧尧僵化尧缺乏新意袁在与新时期的多
元化思潮相抗衡时常现疲态遥 大数据技术利用的诸多优势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
供了可靠遵循袁国内学者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以大数据之剑射思政之靶袁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
技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袁转换研究范式袁拓展教育与管理时空袁变革教育模式等袁以期突
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瓶颈遥二是如何克服大数据利用带来的困境问题遥纵观社会发展历程袁科
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袁在给社会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同时袁也存在诸多隐患和困境遥 将大数据
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袁不仅需要克服技术难题袁同时颠覆了人们的传统定势思维袁开辟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范式遥 更需注意的是大数据带来的伦理困境遥 在利用大数据对思想政
治教育现状进行改观的同时袁只有克服这些摆在理论和现实面前的困境袁把握大数据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袁才能增强路径预想的可行性和科学性遥 因此袁当前在大数据运用的初级阶段袁国
内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以上两点袁为以后深化大数据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者的融合发展
奠定基础遥

国外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倾向于大数据应用于整个教育领域的研究遥 在维克托窑迈尔要舍
恩伯格的叶与大数据同行曳一书中袁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克莱窑舍基在序言中指出袁与大数据同行
的学习就是未来的教育[10]遥国外探讨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袁是基于大数据为教育领域带来
的双向度教育反馈尧个性化教学改革尧精准化概率预测的重大变革的前提袁将大数据应用于教
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及贯穿全过程袁包括应用大数据改革创新高校管理尧通过搭建大量在线教
育平台松绑教育资源尧思维与技术同步变革以重塑教育系统袁同时正视大数据应用于教育领
域的黑暗面袁不断探索可能的应对策略遥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教育数据挖掘尧学习分析袁个性
化教育尧教育方式的改善尧学习策略探讨尧教育管理方式的改变尧大数据对于教育的推动作用尧
数据驱动以及对图书馆建设尧对教与学需求尧评价方法的影响等方面[11]遥

总之袁国内外对大数据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各有侧重点袁但都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袁
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支撑袁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力度袁真正发挥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优势
和作用袁克服其不足遥

四尧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

大数据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袁 随着互联网从 野他们的冶渊门户网站尧搜
索冤袁到了野我们的冶渊社交网络尧用户生成内容冤袁最终将到野自己的冶渊个性化应用冤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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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6]袁产生了一系列数据生成的平台袁为各类大数据的产生不断提供载体遥 云存储尧云计算
技术的发展使生成的大数据不至流失袁为其提供了空间野储备站冶遥 数据挖掘平台和数据分
析尧处理人才的不断涌现袁以及大数据利用产生的巨大价值袁使大数据思维逐渐渗透进人们
的头脑袁成为一种思考和处事的方式遥 鉴于大数据产生和利用的流程袁其运用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也是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遥 经历了以下从起步尧探索到当前发展
的阶段遥

渊一冤起步阶段院20世纪末
1994年袁我国正式成为联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袁高等校园信息化建设日益引起政府的高

度重视袁叶国家校园事业发展野十一五冶规划纲要曳曾指出袁要通过对校园的信息化建设袁来带
动校园现代化发展 [12]遥 这一阶段袁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袁学校教育和校园管理向现代
化方向迈进袁学生的数据信息向现代化的生成尧管理方式转变遥 思想政治教育也由此进入到
网络信息时代的新的发展阶段[13]遥 伴随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袁校园信息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包
括网络基础尧系统平台尧硬件设备在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层方面的建设[14]遥 此阶段袁各大高校
相继建成电子阅览室尧多功能厅等硬件设施袁在学生教室添置多媒体投影系统袁并新添置了
大量计算机设施遥 同时袁在校务系统的建设过程中袁网络被应用于人事尧学生档案等的管理工
作袁单位及人员之间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共享遥 建成了交互式多媒体校园教学网络系统和校园
网络综合管理系统遥 强化了校园网管理平台袁学生学习平台等软件设施建设遥 这一阶段的校
园信息化建设为学生行为数据的产生提供了网络载体袁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数据进行
量化教育教学和管理提供了可能遥 但这一阶段所运用的数据多为结构化数据袁数据规模和覆
盖范围有限遥

渊二冤探索阶段院21世纪初要要要2010年
2000年袁叶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曳强调了思想政

治教育进网络的重要性遥 2000年 2月袁刘梅在叶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方式曳中最早提出了野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冶的概念遥 这一阶段袁伴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与实践袁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的多个环节与多媒体尧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实现了融合袁教育软件越来越智能化袁校园的
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被极大地拓展了[12]遥知识管理平台门户系统的开发袁成为一个卓越的信息
收集袁管理和资源交流的重要平台遥 思想政治教育野进网络冶袁提升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袁对博客尧社交网络尧微博和微信等革新浪潮的挑战积极回应袁由此而产生大量非结构化数
据遥 随着云技术的发展袁学生参与网络互动的行为数据得以储存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
数据创造了条件遥 加之共享数据库平台和能够应用共享数据库的子系统的构建袁 实现了信息
流通袁在校园一卡通等应用系统的基础上袁个人的信息门户得以建立袁个人的信息也能够被存
储和区分遥 这些校园信息化的建设发展推动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的不断探索遥 但
这一阶段由于专门的大数据分析中心和专业化的数据分析人才在高校稀缺袁大数据利用率尚
待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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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袁信息化野十二五冶规划中提出开始明确提出野智慧校园冶这一概念遥这一阶段袁随着
智慧校园的建设以及物联网尧云计算尧移动智能设备的高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袁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运用大数据步入正式发展阶段遥 教育部办公厅叶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曳的通知指出袁
在推进野三通两平台冶建设袁即宽带网络校校通尧优质资源班班通尧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袁构建
教育资源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袁在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实现互联网全覆盖遥 在
国家野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冶的指挥棒下袁各大高校对校园信息化建设尧构建野智慧校园冶的需求
越来越大[15]遥 各高校在进行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袁明确智慧校园发展方向袁
首先完成传输层的建设袁搭建大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袁促进校园信息资源共享遥 在此基础上进
行校园智能楼宇尧数据中心尧节能监控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16]遥移动智能等设备的普及袁使学
生无时无刻不在成为数据的贡献者袁在智慧校园的建设下袁数据分析中心和人才得到发展袁学
生产生的数据得以存储和分析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数据中心反馈的学生的外部数据渊如
去图书馆的次数尧食堂打卡记录等冤信息袁进行关联性考察袁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遥 由此袁大数据逐渐成为进行高校学生思想和行为管理的有力工具袁是新时期变革教育
方法尧创新教育理念尧增强教育实效性的必由之路遥 基于我国信息化尧网络化发展的大势以及
大数据的诸多优点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启了应用大数据的新格局遥

五尧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涵与新变革

渊一冤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涵
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袁学者们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予

了新的时代内涵遥 田冰认为袁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数据应用为特征袁以数据事实
为信息来源袁借助数据的客观性尧全面性为科学决策的依据袁针对目标群体和客体进行有针
对性的尧可预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17]遥 李怀杰指出袁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以
量化和实证性研究为特征的新的研究范式袁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世界观尧认识论尧实践论等层
面上展现了新的突破遥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着重从数据平台建设尧精准化和个性化教
育策略等层面进行网络育人的新路径[18]遥 赵浚认为袁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方法上的变革袁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被整体性尧多样化尧定量
等新的分析模式所取代[19]遥 梁家峰尧亓振华认为袁大数据时代袁对学生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存
储尧科学管理并有效分析利用袁可以把握学生的思想行为动向袁并在校园管理效率和服务质
量的提高上有重要意义[20]遥 胡纵宇尧黄丽亚认为袁基于大数据的时代特征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要有世界眼光尧中国情怀和时代特征遥 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和方法要充分利用野大数据冶元
素袁由平面教材走向野慕课冶尧翻转课堂等交互性强的电子媒介遥 大数据时代的师生是互助者
和伙伴关系[21]遥

以上论述主要从三个方面构建了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涵遥 一是对教育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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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野人为冶转向野数据化冶曰二是教育范式由思辨转向实证研究曰三是教育目的扩大为育人尧
管理与服务曰四是教育主体走向多元化曰五是教育理念立足世界眼光尧中国情怀和时代特征曰
六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由单向传授走向双向互动遥

渊二冤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数据的时代环境下袁在教育主客体尧研究范式尧教育方法尧教育环

境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以往的新变革遥
1.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生活尧教育和思维的新变革
首先袁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袁都在主动或者被动的贡献着大量数据袁

通过浏览网页尧网上购物尧发表博文尧社交评论尧各种刷卡填写信息等等袁向不同系统主动提供
数据遥 在不知情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袁搜索留下的痕迹尧智能化设备对行为的记录袁使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被动地成为数据的贡献者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野一切都被记录袁一切都被分
析冶[6]遥其次袁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实现了零距离对接袁由于对学生各类信息的获
取更加全面和便捷袁思想政治教育者因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袁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袁增强教育
的针对性 [22]遥 再次袁面对海量增长的多源异构数据袁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可以从多视角尧多领域
获取多样信息袁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课堂学习及教师传授袁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视野袁开
拓了思维疆域袁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提升袁这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地位更加趋于平
等化遥

2.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向思辨与实证相融合的方向转变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种研究范式袁定性研究是建立在解释学尧现象

学和建构主义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判断曰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事实
判断遥 前者认为社会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受因果关系的支配袁后者则认为袁因果联系是事物
之间的内在逻辑袁从定量和定性二者在研究中所处的层次来看袁定量研究是为了更准确的定
性遥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袁不仅要有定性研究袁还要实现与定量研究的融合袁才能更好
地实现教育效果遥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定量研究袁但因其多采用的是随机取样和调查问卷
形式袁数据类型不够全面袁数据来源也较单一袁从而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围和力度袁
对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探究也受到限制遥 因而研究存在较多模糊化的东西袁量化研究薄弱袁更
多的是注重道德说教尧以情感人袁缺乏数据意识[21]遥 思辨层面上的研究仍居主导遥 定性研究中袁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表现为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密切接触尧互相影响袁研究者通过与研究
对象的交往互动袁通过移情作用来获取资料信息遥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袁定性研
究是必不可少的遥 但基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班教学尧思政课教师配备不足等现实情况袁
实现师生的密切接触有一定的困难遥 在大数据时代袁可供人们分析的数据足够丰富袁对特定目
标的数据分析处理可以实现野收集所有的数据袁即耶样本越总体爷冶袁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遥 李
怀杰等认为袁在大数据背景下袁人们做出重要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袁而并非基于经验和
直觉遥 通过野全样本冶的数据分析和整体性野精准描述冶袁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实证性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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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呈现袁有助于克服基于经验或直觉的推断缺陷袁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决策具有科
学性尧实证性支撑[23]遥 寻求因果关系是人类科学发展的永恒目标袁关联关系又是寻找因果关系
的利器遥 在大数据时代袁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生的学习尧政治尧经济尧人际交往以等各类行为
以及其他外部数据进行监测袁对这些行为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尧筛选尧处理与定量分析袁可以把握
大学生各类行为规律与特点袁并找出其中的关联性袁推导出因果关系袁从而可以构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模型袁建立监督尧反馈与预警机制[24]遥总之袁大数据时代实现了在定性研究的
基础上袁充分发挥定量研究的优势袁让数据发声袁把思想政治教育从思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袁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可靠性和实效性遥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变革
方法是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目标的纽带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袁方法上的变革与创新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25]遥大
数据时代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遵循针对性尧综合性尧创造性等原则袁发生了时代变革遥首先袁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现了由模式化向多样化尧 由局部向整体分析的方法转换遥
千人一面的静态育人模式被打破袁通过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袁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得以体
现袁教育的针对性加强袁为培育野自由而全面发展冶的学生提供了条件[19]遥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
治教育改变了传统局部抽样代替整体分析的方法袁借助大数据平台与技术袁能够对数据进行
整体上的可视化呈现袁这是样本抽样难以比拟的[19]遥 同时袁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拓
宽了思维框架袁立足国际视野袁坚守中国情怀袁把握时代特征遥 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
的复杂性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者以更加理性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比较与反思[25]袁积极创新中
国优秀传统教育方式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尧以文育人遥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素材袁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选择时袁更易于借助大数据的优势袁依据时代特征和学生自
身特点袁变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生动活泼的现实教育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袁达到思想政治
教育入心入脑的目的遥 其次袁野大数据冶本身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袁通过对政治事件与大学
生的关联性解释袁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了解大学生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和态度袁从舆情分析
拓展到思想分析[21]遥 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贴近社会现实性遥 借助大数据这一新方法袁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可以更加便捷地实时交流互动袁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野说教式冶向野参与式冶转
变袁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尧自我教育遥 再次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革带来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的极大创新遥 随着互联网尧移动智能尧云计算等技术的高速发展袁各种各样的数据
信息通过大数据载体实时监控尧收集和存储袁成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遥 胡子祥
认为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袁大数据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载体袁带来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的第二次质的变革[26]遥教育者可以利用大数据载体呈现的大学生的文字信息袁来研判和推断
客体思维发展和思想变化的过程曰通过对大学生活动具体方位信息的分析袁来预测他们未来
的行为走向曰利用大学生经常表达思想尧寻求解决办法的媒介袁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尧经历尧情感
进行数据化分析袁掌握和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波动状况[27]遥 依托大数据载体呈现的全面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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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化尧动态化尧复杂化的信息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通过即时尧个性化和追踪式的交流
互动袁可以实现双向互化袁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即时性尧针对性尧科学性遥 胡纵宇等认为袁
借助大数据袁能够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和说服力遥 通过野慕课冶野翻转课堂冶等教学模式
的创新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由平面教材走向交互性强的电子媒介[21]遥 总之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在大数据时代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遥

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载体袁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环境遥 大数据将现存世界变成数据化的存在袁不再拘泥于传统社会人际之间的交流袁
也不再局限于网络社会人机之间的互动袁我们的行为都会转化为数字化的记录袁大数据技术
造就了无处不在的野监视器冶袁不仅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野TA冶袁还明了我们的社交关系网[4]遥 随
着校园信息化以及智慧校园的建设袁作为知识密集尧思想活跃尧技术运用前沿的高校袁势必会
受到大数据浪潮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袁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尧行为习惯也必将在大数据环境中
潜移默化的改变[20]遥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袁对教育客体信息资源的获取更加便捷和全
面遥 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动向以及情感的变化袁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追踪其留在校园网络平台
上的数据信息袁分析其中的规律性袁都可以了解和掌握[20]遥 同时袁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袁世界
各国沟通尧交流更加便捷袁全球性的信息流动更加广泛袁多元化的思潮以及文化观念无时无刻
不影响着青年学生袁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不再是一个封闭或静态的环境袁而是一个开放尧动态
的环境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热点尧难点和前沿性的问题遥 此外袁借助大数据技术的线
上学习得到迅猛发展袁传统学校教育面临大数据时代的全新环境袁校园和课堂学习模式发生
时空的延展袁出现越来越多替代课堂教学的新模式[28]遥 由此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也在
大数据环境下发生改变袁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袁使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具有平等性[29]遥

六尧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大数据时面临的困境袁学者们主要从思维尧技术尧伦理法律
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遥

渊一冤思维困境
一方面袁基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束缚袁加之当前我国高校在数据信息素养方面的

教育和培训实践不足袁使高校师生数据素养理论和观念滞后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数据思维
的生成遥 李怀杰认为袁受观念束缚袁大数据的功能和价值难以得到部分教师及管理者的普遍认
同袁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变革一时难以适应[23]遥 基于人们传统理念的思维定势袁对于主观性强的
情感和行为是难以量化的袁大数据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采样时袁面临重重现实困难袁
阻碍了研究范式的转变[21]遥另一方面袁数据崇拜思想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院数据独裁和野唯数
据主义冶遥 随着万物皆数尧万事皆数的时代环境的变化袁野数据热冶以势不可当的趋势兴起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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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切唯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尧决策依据遥 但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是做人的工作袁数据的最终目的
是为人服务的袁在大数据时代袁人的情感走向虽可量化研究袁但不能忽视人文关怀遥这种未领会
大数据真谛的一味夸大了大数据作用的行为袁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陷于另一种片面尧偏执
的泥坑[30]遥

渊二冤技术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运用大数据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数据技术的成熟和专业技术人才的

支撑遥然而袁当前阶段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保障方面仍较欠缺遥邬贺铨教授认为袁当前大
数据技术运用的困难体现在数据收集尧存储尧处理以及结果的可视化四个环节遥 数据收集要做
到全面而非片面袁要多元而非单一袁要对比而非孤立袁要可信而非虚假曰数据存储要达到低廉尧
低耗尧高可靠的目标袁还要运用冗余配置尧分布化和云计算等高技术曰数据处理袁需要将高维图
像等多媒体数据降维后度量与处理袁从海量非静态且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数据中综合信息袁导出
可理解的内容[7]遥这些技术困境无疑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的难度遥梁家锋指出袁要挖
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袁数据技术和专业人才是必备前提遥 当前袁大数据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中还没有能够广泛使用袁专业的数据挖掘尧整合尧分析的人才也相当稀缺遥 现有的技术手段袁尚
停留在对类别相似尧数量较小尧结构成型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袁还不能够对大数据进行现代意
义上的收集尧存储尧分析以及视觉化的结果呈现[20]遥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和大数据进行有效融合
仍待提升遥 另外袁数据搜集系统平台搭建尧数据分析技术及算法公式难推导等因素也阻碍着大
数据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广泛运用[23]遥

渊三冤伦理困境
大数据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袁对其运用亦存在着伦理挑战遥 黄欣荣认为袁在大数据环境

下袁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无可遁形袁在主动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袁我们的信息被自动采集袁而且袁经
由大数据技术收集的信息可以进行交叉尧重组和关联操作袁由此袁个人的隐私权问题成为大数
据时代最大的伦理隐患[30]遥 在网络时代袁对个人的信息收集还未形成关联集成袁以个人为中心
的隐私保护还未僭越伦理范畴袁而大数据挖掘产生的信息关联集成颠覆了这一思想[31]遥 另外袁
大数据技术收集的信息袁并非经由筛选和过滤袁对个人不良信息的记录袁大数据也会永久存
储袁这有可能对个人以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袁给其带来困扰遥 大数据的自由尧公开尧共享袁也
很容易造成数据外泄袁对人权带来一定程度的侵犯袁甚至误伤无辜袁把人和物纳入同一范畴袁
对人的自由和自主予以否定袁损害人类社会的自由尧公正和公平 [30]遥 朱锋刚指出袁大数据技术
造成的伦理情景的改变在于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确定性因素外袁始终存在无法确认的参与者袁
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袁使伦理世界的确定性面临终结袁主体义务尧责任尧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
内涵变得不确定[32]遥

渊四冤法律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大数据时袁涉及到数据质量和隐私保护方面的问题遥 一方面袁虽

然大数据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全面性袁但全面性势必带来数据的野混杂性冶问题袁这就容易产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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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不高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分析效果的弊端遥 由于当前数据意识淡薄的现象还未完全改
观袁在数据分析和利用过程中袁人为控制或修改数据等问题依然存在[33]遥 如何合理利用原始数
据袁并配以适当的收集和分析方法袁达到高质量的数据利用袁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袁同时还
需要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保障遥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数据技术的野领头羊冶袁原因之一就在于
其完整的数据管理法律和规章制度遥 我国当前关于数据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亟需完善遥 另一
方面袁大数据在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袁涉及到对学生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利
用袁这就牵涉到私权的问题袁对于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利用袁哪些信息应当加以保护和删除袁其
界限相对模糊袁我国对于私权的保护和相关法律的建构仍有待完善遥 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
网络诈骗尧电信诈骗屡治不止袁某些机构通过使用个人资料而获利袁当事人却很难找到相应的
渠道来追诉袁尤其是不确定的野人冶遥 许多涉及隐私权的法律实施起来十分困难遥

七尧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学者们关于如何有效将大数据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相结合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更好发展的研究集中在六个方面遥

渊一冤变革思想政治教育思维袁树立大数据意识
黄欣荣认为袁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最大变革[34]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要把握大数据技术的时代机遇袁必须转变思维袁树立大数据意识遥 首先袁要有整体化的数
据思维遥 大数据技术不同于以往小数据抽样调查基础上过于简化的处理模式袁它可以全面真
实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袁让我们及时了解和掌握每个学生的具体细节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主体应认清时代变化袁不再局限于传统小数据的片面性和静态观察袁而要更多关注大学生
全局性尧整体性的行为数据信息袁以更加全面尧动态尧完整的把握其思想行为动向遥 其次袁要有
兼容性的多样思维遥 在大数据时代袁对思想活跃袁个性各异的学生不是纳入预设好的认知模
式袁或将其列为问题类别袁而是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认识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遥 再次袁
要有现象性的关联思维遥从注重因果联系转而更加注重相关关系[35]遥通过大学生行为现象揭示
的野是什么冶袁通过进行信息的交叉重组袁探究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袁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学
生的行为并预测其动向遥 王学俭认为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袁要将经验指导与科学引领相结合袁
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35]遥总之袁要以大数据意识为指导袁通过数据发掘和分析袁创新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袁做到整体把握袁精准施教袁安全预警袁科学决策[36]遥

渊二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行为能力袁培育数据素养
数据素养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前提和基础袁它包括数据意识尧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三个

模块的内容遥 在数据驱动科研创新的时代袁教师和科研人员要更好的适应时代环境袁必须不断
的提升数据素养袁培养专业技术[37]遥胡子祥认为袁充分挖掘并利用大数据的价值袁人才队伍是基
础袁思想政治工作者需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和运用大数据的技能袁以提升其自身的行为能力[26]遥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没有数据意识袁忽视数据应用袁缺乏数据理解袁落后数据参与袁把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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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冶束之高阁当摆设袁则会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袁减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力袁从而走
向被学生野屏蔽冶的境地[21]遥 王学俭认为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来说袁在坚定自身政治立
场的前提下袁必须以积极姿态迎接大数据浪潮袁正视其影响袁及时做出改变袁接受并运用大数
据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35]遥 高校应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数据素养的培育袁
完善数据素养教学内容尧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素养课程袁加强统计尧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联动
互通袁形成数据素养教学培育机构与高校其他职能部门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袁促进数据素养教学
培训课程在高校的实践和推广袁从而形成协同发展的培养及管理机制[38]遥 但应该注意的是袁培
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数据素养应进行内涵和能力的双重考虑遥 如袁通过开展沙龙尧信
息技能竞赛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袁在培养高校辅导员理论水平的同时袁着力提升信息运用的
技能尧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培育[39]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树立大数据意识袁
提升数据素养袁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袁提升主体行为能力袁才能更好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方法遥

渊三冤积极寻求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质量
野数据收集冶是构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前提遥刘春波认为袁要实现大数据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野数据化冶袁需要寻求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袁把难以量化的海量数据以量化形式
呈现[33]遥 同时袁对于占比极大的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处理袁要依托包括可视化分析尧数据分析
法尧预测性分析以及语义引擎尧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计算方法的技术
支撑[40]遥 为确保数据采集的广度尧深度和细分度袁使采集的数据类型多元化尧多层化和非结构
化袁需要构建网格化信息管理体系袁创新数据的收集处理技术与方法[41]遥此外袁要建立健全大数
据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健康发展的制度保证袁在数据收集以及公开发布环节都要制定有效规范袁
健全行政监管袁防止数据滥用或隐私泄露袁防止片面解释数据和人为制造数据等问题袁从而保
证数据质量[33]遥

渊四冤将大数据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袁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
一是要大胆创新数据传播方式袁善于运用新媒体技术袁完善在线教育平台遥 借助图文尧音

频尧视频等多种形态袁把枯燥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生动展现出来袁从而构建数据信息传
播的新形式曰运用可汗尧慕课尧微课等新模式袁打造切合大学生实际的教育平台[42]遥在思想政治理
论宣传方面袁应努力采取野现实冶与野虚拟冶相结合的方式袁充分利用新媒体实现宣传教育网络
化尧信息化尧时效化和科学化袁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43]遥 二是将青年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于大数据技术遥 邹少清认为袁以大数据的理论尧技术和方法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的信息收集尧实施尧检验尧评估尧调节和研究等各环节袁促进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复杂性尧整体性尧动态性思维变革[44]遥 三是运用维度数据采集技术进行知与行数据
的动态采集与分析袁为进一步建立大学生的野知行冶模型奠定基础曰通过联机分析技术建立以个
性化为导向的教育方式方法库袁针对不同学生个体的特点袁寻求与之匹配的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方法的系统理论曰依靠数据挖掘技术构建以个体行为为基础指标的教育监测与评价体系袁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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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检测现有各项指标的信度与效度袁并进一步挖掘出对教育现状真正产生影响的尧潜在的尧尚
未开发的相关因素指标[24]遥

渊五冤革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袁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式和方法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而不断变革袁沈壮海课题组构建

系统呈现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大数据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袁为大数据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和有效的学理支撑[45]遥依据大数据量化图式尧个性
化以及精准研判的特征袁李怀杰等认为袁应开发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野成电公式冶袁对学生进行野精
准画像冶袁开展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 [23]遥 同时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生以往行为数据进行分
析袁对学生的数据踪迹进行跟踪处理袁研判未来的行为及思想动向袁从而实现全程尧全方位尧全
环境育人[46]遥

渊六冤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袁契合大数据时代要求
大数据时代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袁现代与传统尧西方与东方

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尧激荡碰撞袁令人眩晕的巨量数据信息错综复杂袁难以辨别真伪袁导致部分
学生在不同程度上迷失方向袁在价值取向尧政治信仰以及社会责任感方面出现问题遥 面对如此
局面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应对挑战袁需要及时更新教育内容袁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袁继
承性和超越性相协调的原则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情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47]遥 同时袁大
数据时代下袁应将更多的现实案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袁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具有说服
力和前瞻性袁从而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袁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袁增强其综合素质提供更多
教育素材遥 总之袁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改善教育教学内容袁进行大量的数据准备袁用鲜活有力
的数据增加教学效果[35]遥

八尧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与展望

综上所述袁学者们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的研究袁是在我国信息化发展不断深
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遥 他们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以及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实境况袁发表了各自关于两者相融合的观点袁对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义袁机遇和挑战以及应用路径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技
术进一步地实践结合做了指引和奠基遥 一方面袁对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
义达成一定共识遥 认为虽然尚不能定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革
新作用和价值力量袁但是大数据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48]遥运用大数据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袁把握住时代前沿袁对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 [49]曰另
一方面袁学者在看到大数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研究范式转换尧研究载体革新尧研究方法
变革等机遇的同时袁也正视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所面临的思维尧技术及伦理困境遥
以理性思维防范运用大数据的盲目性袁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科学性尧针对性和有效性
做了重要预警遥 在审视困境的基础上袁提出创新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性意见袁从转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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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模式袁提升数据素养袁创新方法及内容等方面做了细致要求袁致力于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新路径袁这些研究成果对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遥 但由于
大数据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处于新兴阶段袁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遥 今后应在以下
方面加大研究力度遥

渊一冤加强理论研究袁深化理论内涵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袁随着时代的发展袁应当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新的时代内涵遥 纵观现有研

究成果袁对大数据的内涵及特征属性有较为清晰系统的论述袁而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钥
虽有这一提法袁却少有对其内涵的深入研究遥 相关论述多是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呈现
出来的新特征尧新变化袁没有一种从学理角度呈现的观点遥 有的学者认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
育就是将数据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中去袁以增强说服力遥 有的则认为大数据是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认知和预判的一种工具遥 更有甚者袁将大数据等同于野数据大冶袁没有理解大数
据的内涵和意义袁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更是无从科学认知遥 这种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袁 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未作出学理性
的说明袁使两者的结合过于机械化袁没有将两者有效融合做出合理阐释遥 在将大数据与思想
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袁应加强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探讨袁深刻理解大数据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内涵尧实施原理尧方法论选择尧价值性体现等等袁打牢理论根基袁把大数据
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形式上升到内涵袁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袁从
而增强实践的科学性遥

渊二冤付诸实践运行袁加强实证支撑
学者们对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设想多半停留于学术探讨层面袁实践运用依

然不足袁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价值遥 基于理论上的预想和假设袁还
应当有实证经验做支撑遥 如袁胡树祥指出借助大数据袁包括人们的思想尧情感都变得可以量化袁
由此袁可以借助大数据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遥 也有学者指出袁在大学生择业尧就业
的过程中袁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事先提供个性分析尧求职意向尧岗位匹配等就业相关服务袁从而
生成个人的数据信息袁将社会就业需求与个人数据信息相结合袁进行综合分析和匹配对应袁引
领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进入精准的个性化服务新时代[28]遥 但基于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变
性袁始终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袁学者们的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切实可行袁还需实践的进一步确
证遥 因此袁要继续加强校园信息化建设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提供技术支持袁尽快
使两者的融合付诸实践袁以找出运行的难点所在袁避免陷入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的陷阱遥

渊三冤树立开放思维袁加强比较研究
当前袁大数据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还极为有限袁仍存在诸多难点问题遥 而在社

会学尧统计学尧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应用较为广泛袁取得的成效也颇为显著遥 当前袁跨学科研究是
学科创新的生长点袁学科借鉴和交叉不仅能够发现学科研究的不足袁进一步对研究领域加以
拓展袁还能激发研究灵感遥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袁拓展思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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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借用其他学科数据分析及结论袁结合自身需求袁为我所用袁加强合作分工袁消除学科
壁垒遥 在当前我国推行大思政育人的背景下袁借助大数据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袁切实履行大思
政理念遥 同时袁通过关注其他学科对大数据应用的剖析袁全方位尧多视角理性看待大数据袁防止
对大数据的盲目崇拜袁遮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袁成为大数据运用的野奴隶冶遥

渊四冤完善内容体系袁进行理性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野立德树人冶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袁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

法如何创新袁都要以服务于这一目的为依据遥 大数据技术受益于科技的发展袁在科技理性与价
值理性的较量中袁不能够一味遵从科技至上的理念袁大搞技术崇拜遥一切新工具的运用尧方法的
创新袁都是为了在新时期能够更好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袁发挥其社会功能和育人功
能袁牢牢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遥 在全球化浪潮下袁还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以
及青年大学生一代的价值观念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遥 基于此袁我国意识形态阵地更要牢牢坚守袁
在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时袁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完善遥借助大数据技术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尧讲好中国故事遥在
大数据热的背后要有冷静思考袁避免技术异化带来的不良后果袁真正推进技术与内容的有效融
合袁而非形式上的简单附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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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ummar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Big Data Era

Zhang Ruimin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not only provides new technical means and method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hanges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and social environment. Rising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of big data, its application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given the new era connotation. The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methods, carri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ve undergone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It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the new er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have also come up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dilemma of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dilemma of weak technology and lack of talents, ethical dilemma caused by the data storage and
improper use and imperfect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ilemma.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brings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a lot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ctations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cluding changes in educational thinking, establishing a large data awareness,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ata literacy, seeking large data technology support and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to
protect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updating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its scientificity,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Throughou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the big data applied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a big subject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big dat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rom the
practical use,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ferenc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and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

Key words: big dat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mpu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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