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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在当今社会

的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大数据”模式

的普及，我们身边接触到的新闻媒体等网络传播方式也日新月异

了起来。“体验化、多样化、定制化、服务化”的方式，也

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纳采用。科技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高校也是面对智能新发展的一个主力战场，本着“与时

俱进”的思想传播理念，稳步又快速的推动高校思想队伍的建

设，更好的顺应时代发展，就必须依托着当今时代发展的背

景，与新时代的发展齐头并进。

1　智能时代高校思政队伍“微”能力的意义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生活、工作、教育都成为了信

息体，传播方式与智能载体高度结合，高校只有不断的建设思

政队伍，提高思政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优秀

的新型人才。智能时代高校思政队伍“微”能力是指“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也是现代化教

育教学的主要方向。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中详细提出，全面培养高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是

思想政治建设同时也给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重点思想理论和

举措。眼下，以人工智能和4G时代过渡过5G时代的发展，促使

高校加快思想政治建设的进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站好主力战

场的岗位，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在思想政治建设

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概念意义并不普及，理论体系不够

完善，技术不够细则等等”。在面对这些困难的同时，高校必须以

身作则，全面带动课程思想政治的建设，立德树人，从自身的本

职工作做起，为构建新时代的智能化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

2 　智能时代高校思政队伍“微”能力的构成

智能时代的特性就是新媒体运动和数字技术相结合，将思维

意识与时代智能相结合，树立能力提升的思想基础，和超前意识。

高校教师与学生都是高知识分子的群体，所以，必须要以当今社

会的发展为主题，努力走在时代的前沿，直面社会的发展变化、结

合自身，树立超前的意识和价值观。以身作则，推动正确的发展

趋势，并且要避免错误舆论带来的影响，以免引起价值观的偏差。

我们要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一个崭新

的时代。不断提高“微信息”的接受能力以及“微”空间的保障，

在树立完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才能在行动上有所举措，要把握

大数据时代下舆论的影响，明辨是非，这样有助于人们形成思维

统一性，总领大局。我们身处在信息大潮中，复杂繁琐的信息像

洪水一样的向我们袭来，我们不能乱了阵脚，要学会在无规则中

寻找规则，找一个准确的切入点，用已知的规则来处理纷繁的信

息，善于总结和归纳，将汲取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发展

成良好的指导思想。提升自身素质，在大流中寻找方向，在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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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变的环境中找到稳定性、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是课程，专业

课程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

才，早已成为了当今社会的教育主题，培养中国特色社会共产

主义接班人，就需要高校牢牢的守着思想政治建设的主力战场，

理论教学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深挖思想政治元素，并能将

思想政治中所收获到的内容，运用到工作中，融入到生活中，

是高效建设思想政治的主要意义，也是重要依托。[2]

3　信息智能化

提升思想政务队伍“微”能力是多样化的，采用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方式方法，寻找群体中存在的个体差异。用激励式

来面对发展方向明确、工作目标明确、思想目标明确、能不断

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群体。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以

“帮扶、鼓励”的形式，使其积极向上的发展和提升，顺应

时代发展，个人逻辑思考能力不断加强。面对新媒体和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要趋势，高校思想政治体系的建设，应该为高校教

师和学生提供智能化的成长帮助以及专业化的能力培养，能够查

找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利用智能时代来积极帮助教师自身的提

升，相关部门要做好后勤工作，为思想政治建设者提供有力的保

障和支持。对于学生，要结合相关专业和学生个人素质，设立智

能化的系统体系，例如“人才培养计划”“人才成长计划”等，帮

助学生完成职业规划，为更高级别的科学水平引荐优秀的新型人

才。对于思想政治领军人物的培养，必须要重视，围绕着人工智

能发展，高校思想政治队伍“微”能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稳固

的项目，高校政治思想体系的成员要不断的创新思维，也要有职

业危险意识。以“开放、包容、结合、学习”的态度面对人工智

能和通讯工程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要主动迎合新时代

背景下，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增强智能时代高校思政队伍"微"能

力的提升，以崭新的面貌把思想政治建设深入下去，不断对自己

进行视察和反思，更好的为学生的成长服务，扎实推进社会的稳

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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