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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道德内化视阈出发，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在大学生廉洁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影响，阐述了道德内化在廉洁教育中的重

要性，同时探讨了数字化技术的分类、特性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廉洁教育中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发

现数字化技术能通过个性化教学、互动式教学、道德情境模拟等方式，有效促进大学生的道德内化过程。同时，通过对学生行为的

记录和反馈，提升学生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道德内化。最后，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并给出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建议。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的作用，提高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效果，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It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in integrity educa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laborating on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particularly its role in promoting integrity 

educa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personalized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ethical scenario simulations. Moreover, by 

recording and providing feedback on student behavior, digital technology enhances self-monitoring and self-regulation abilities, further 

promoting moral internalization. Last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better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for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integrity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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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今社会，廉洁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尤其是高校领域

关注的重要主题。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主体，他们的道德素

养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道德问题在大学生中日益突出，尤其是廉洁道德问题。

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廉洁道德，成为了高校教育的重要任

务。 

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将从道德内化的视阈，探讨数字化技

术在大学生廉洁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影响。道德内化是一个复杂

的心理过程，包括接受、理解、认同和应用道德规范等阶段。

通过道德内化，学生可以内化社会的廉洁价值观，使其成为自

己自主、自觉的行为准则。然而，道德内化的过程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方法。随着科技的发

展，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新的教育工具和方法，为提高大学生的

廉洁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和分析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大学生

的廉洁道德内化，以及这种影响的机制和条件。我们将通过文

献回顾、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来实现这个目

标。我们希望这个研究能为理解和改善大学生的廉洁教育提供

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2.文献回顾 

2.1 廉洁教育与大学生廉洁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要求“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

划》强调必须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融入国民教育，开展大学生

廉洁意识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大学生廉洁

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党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

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政策法规；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建设理论；反腐倡廉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分析（许国彬，

2005）。 

2.2 道德内化视阈下促进大学生廉洁教育策略研究 

道德内化是一种道德发展的重要过程，它涉及到个人从内

心接受并遵守道德规范。作为高校，必须重视廉洁意识教育的

内化。廉洁意识内化的教育是学生养成良好个人道德和高尚品

格的一种方式。廉洁意识教育是以价值教育为导向的内化过程。

因此，高校廉洁意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强调和关注学生的内心健

康或者精神成长（郑玮炜等，2016）。 

2.3 数字化技术在大学生廉洁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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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特别是在廉洁教育中，数字化技术被认为能提高教学效果，提

升学生的学习体验。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强势崛起，网络信息以

其独有的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多媒体性，正强

烈吸引着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关注和使用，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们

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刘键政，2011）。因此，利用网络进

行高效的廉洁文化传播和教育，必将扩展其教育覆盖率和影响

深度。大学生在获取多元化信息的过程中，也能吸收到廉洁文

化的知识并被其所感动，进而逐渐塑造自己的廉洁价值观。 

3.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的应用 

3.1 数字化技术的分类和特性 

数字化技术包括各种能够将信息转化为数字形式，以便于

存储、处理、传输和分析的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传

输速度快、处理灵活、交互性强等特点，为教育提供了新的可

能性和工具。 

3.2 数字化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概述 

数字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中，如在线教学、个性化教

学、虚拟实验、虚拟实践等。通过这些应用，教学不再受到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可以更加个性化、自主和有效。同时，

通过大数据分析，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反馈学生的学习情

况，从而优化教学方法。 

3.3 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效果 

在廉洁教育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在线廉洁教育

课程、廉洁情境模拟、廉洁游戏等。这些应用可以使廉洁教育

更加生动、直观和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通过

虚拟实践和游戏，学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和反思廉洁问

题，增强他们的道德认知和情感。研究发现，这种方式能有效

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和道德行为，促进他们的道德内化。 

4.数字化技术如何促进道德内化 

（1）提升道德认知 

通过数字化技术，廉洁教育可以更加生动和直观，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例如，通过在线课程和虚拟实验，学生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廉洁道德的含义和重要性。通过数据分析，

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认知状态，从而调整教学方法。 

（2）增强道德情感 

通过互动式教学和情境模拟，数字化技术可以引起学生的

道德情感反应。例如，通过道德游戏，学生可以体验到违反廉

洁道德的后果，从而产生反思和负罪感。 

（3）促进道德判断 

通过互动式教学和情境模拟，学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模

拟道德决策，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通过数据反馈，

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的决策效果，从而进行调整和学习。 

（4）培养道德行为 

通过道德情境模拟和道德游戏，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形成和

强化廉洁行为。同时，通过数据记录和反馈，学生可以看到自

己的行为效果，从而提高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能力。 

5.建议与讨论 

（1）加强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化技术已成为教育的重要工具。在

廉洁教育中，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廉洁

道德，促进其道德内化。因此，我们建议教育者进一步探索和

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的应用。 

（2）培养学生的数字化技术能力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学习，我们需要培

养他们的数字化技术能力。这包括如何搜索和评价信息，如何

使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等。 

（3）配合其他教育方法 

虽然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并不能

完全取代其他的教育方法。我们建议教育者根据学生的特性和

环境，灵活使用各种教育方法，包括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情境

模拟、角色扮演等。 

（4）注意技术的伦理问题 

在使用数字化技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技术的伦理问

题，如数据隐私、技术公正性等。我们需要保证技术的使用符

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尊重学生的权利。 

（5）进行持续的研究和反馈 

6.结论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技术在廉洁教育中的应用以及其在道

德内化方面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

研究，对数字化技术如何促进大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

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进行了详细探讨。 

我们发现，数字化技术为廉洁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工

具，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学生道德的内化

过程。其中，在线教育平台、情境模拟游戏、大数据等技术在

廉洁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也需要教育者的深思熟虑。尽管数

字化技术带来了许多优势，但在应用过程中也需要关注一些伦

理问题，如数据隐私保护和技术公正性等。同时，我们应该注

重培养学生的数字技术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

进行学习。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推进大学生廉洁

教育提供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但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利

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大学生道德的内化，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

实践来探索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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