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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域下数据智能融合课程思政教育创新研究
冉鸿雁　王春燕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300）

摘要：课程思政教育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环节，泸州市职业院校将课程思政科学合理地融入人工智

能课程教学具有实效性。而基于传统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在进课堂、进活动、进人心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智慧

教育数据底盘和融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面临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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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智慧数据底盘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培育是课程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当代大学生

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时

代为泸州市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

审视角度和创新方式，对传统教育思维、理念、内容、评价等方

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的必要性

（一）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是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教育。

培育大学生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强不息、

勇于开拓的信念，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

的首要目标。

1. 泸州市职业院校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理论课这一主阵地，在

课堂上为学生讲述与课程思政相关内容，将课程思政歌曲、课程

思政故事等元素搬到课堂教学中，运用翻转课堂、小班研讨、情

境教学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其中。

2. 泸州市职业院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课堂，

在班级活动、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利用课程思政教

育这一主题，以群体力量给学生直接或间接性的情感体验，开

设纪念日演讲活动、参观博物馆和课程思政基地、红歌大赛等

丰富多样的课程思政活动，在润物细无声中给学生以课程思政

教育。

3. 在实践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泸州市职业院校充分利

用校内外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基地，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

课程思政主题社会实践，拓宽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教学的

渠道，使大学生在实际体验中感受课程思政的力量，接受更为深

刻的课程思政教育。

（二）探索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是增强课程思政教育

实效性

加强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是泸州市职业院校立德树人的关

键环节，也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实现全方位、全员和全过程育人的

首要任务，更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

可或缺的内容。国务院思政中心指出，“课程思政资源是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的

党留给人民珍贵的政治精神财富，它不仅拥有宝贵的资政价值、

纪念价值，而且具备了宝贵的育德功能、育人功能”。在此基础上，

探索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有利于丰富泸州市职业院校思政

课的教育资源，运用多种方式让学生感受课程思政氛围、倾听课

程思政故事、体验课程思政力量、感悟课程思政精神，激发其对

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的敬佩之情，坚定其对伟大复兴中国梦必然实现的信心，切实增

强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三）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当代大学生多是 00 后独生子女，且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

们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为泸州市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

教育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1. 大学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感受到社

会发展所带来的众多便利，父母也为其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对其苦难教育较少。

2. 网络时代学生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还不够强且情绪易冲动，

因此容易受网络上风靡的资本主义思潮、消极主义思潮等不良思

想的影响。

3.大学生可从课程思政事迹中感受革命信仰和课程思政力量，

并树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意识，做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接收信息多样对课程思政教育内容陈旧的挑战

传统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的教育内容多为

教师提供，当时学生由于接收信息渠道较少，对教师所提供的课

程思政教育内容较为热衷，因此传统形式的课程思政教育开展十

分成功。以爱国主义电影播放为例，传统数据时代学生接触网络

较少，有些地方还看不上电影院、电视播放的爱国主义电影。在

此背景下，泸州市职业院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充分利用

课堂、校园文化活动等机会为学生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形成

良好的教育效果。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学生可运用网络、手机、

微博等多种方式搜索到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视频，也拥有微

信公众平台、微博、各大视频软件等多种接收观看视频的渠道，

同时可在豆瓣、知乎、软件等界面与众多网友进行分享和评论，

出现了爱国主义影片多种讲解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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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运用手段多样对课程思政实践方式固化的挑战

传统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开展的固有方式有教

师讲述、观影、参观、学生体验等，运用音频、视频、图片等多

种方式让学生了解课程思政故事、体验课程思政氛围、汲取课程

思政力量。人工智能课程思政的发展与广泛运用让原有的课程思

政教育实践方式受到挑战。

1.，教师不再是唯一的课程思政教育讲述者，大学生在人工

智能课程思政中早已接触各式各样的课程思政历史，形成自己的

潜意识。

2. 基于参观的课程思政实践方式发生改变。

3. 基于体验的课程思政实践方式。传统实践形式下的课程思

政教育多以学生参加主题性社会实践为主，诸如井冈山精神社会

实践、西柏坡精神社会实践、延安精神社会实践等。

（三）学生体验渠道多样对课程思政实践开展途径的挑战

实地参观、网络搜索、“AR，VR，XR，MR”体验、模拟参

观，学生日常多式多样的体验渠道为泸州市职业院校开展课程思

政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以“AR，VR，XR，MR”体验和模拟

参观为例。一方面，基于“AR，VR，XR，MR”技术的新型课程

思政体验。“AR，VR，XR，MR”设备虽在当今极为风靡，但对

接课程思政实践基地是否采用“AR，VR，XR，MR”技术创设课

程思政实践体验情境，院校是否为学生提供了进行课程思政实践

体验的“AR，VR，XR，MR”设备。另一方面，探索基于模拟参

观的新型课程思政体验。

三、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创新路径

（一）探索人工智能时代课程思政实践教育内容

1. 在课堂教学上，教师应充分综合影片、文献、教育基地等

相关知识，在原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事对教育内容加

以创新，运用大数据丰富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及时效性。

2. 在实践活动中，教师及组织者应精心设计活动主题，通过

关联性的相关分析，呈现出侧重学生直观感受性而非理论本身的

实践环节。

3. 在校园文化的内容设置上，泸州市职业院校要更注重教育

内容的维度平衡，大大提升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内容的生

动性和立体感。

（二）创新人工智能时代课程思政实践教育途径

创造人工智能时代课程思政实践教育途径，需泸州市职业院

校深入分析大数据条件下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的新特点，

并结合课程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一方面，泸州市职业院

校应与基地对接联系，不断更新教育内容、筹措经费提供课程思

政实践虚拟情境、开展校馆合作建立课程思政教育基地等，为开

展新技术下的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提供支持。另一方面，

教师及组织者应提高自身运用大数据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

意识及能力，不断探索大数据条件下开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

实践的方式。

（三）拓宽人工智能时代课程思政实践教育渠道

1. 基于学生体验渠道丰富的情况，泸州市职业院校及教师一

方面可广泛搜集学生意见，运用大数据手段，分析提供更具有意

义的课程思政实践内容；另一方面也可带领学生进行参观体验，

转变为学生情境模拟表演体验感受，避免课程思政实践形式上的

重复，也可增强学生在课程思政实践过程中的参与感。

2. 基于“AR，VR，XR，MR”技术、虚拟情境体验等新技术

的运用问题，教师及组织者可参考学生的个性化特点，让学生实

现自我体验、自我感受与相互分享。

3. 基于学生的网络原住民特点，教师及组织者可充分利用网

络优势，打造课程思政实践的网络平台，积极推进泸州市职业院

校课程思政实践的传统优势同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四）稳定人工智能时代学生网络舆情

在传统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育实践中，教师及组织者对学生

多样情绪的稳定基本采用理论引导、视频传递、价值灌输等方式

来实现。

1. 泸州市职业院校及教师应基于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并通过正

确引导帮其甄别网络舆情及价值的有效性，营造平等和谐的师生

关系。

2. 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站、QQ、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社交平

台了解学生的情绪情感变动，并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情绪疏导和价

值观引导。再次，泸州市职业院校及教师应利用大数据分析，对

学生情绪情感建立动态化多维度评价体系，稳定和引导学生情绪。

3. 教师需利用大数据，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启发学生以其

熟悉的方式获取知识、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展实践活动，对学生

施以个性化教育，使学生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前进。

四、结语

课程思政教育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环节，

课程思政实践是泸州市职业院校将课程思政科学合理融入人工智

能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性。传统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

育实践在进课堂、进活动、进人心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数

据智能底盘技术和融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教

育实践面临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的诸多挑战。要深入研究，改

进工作，以不断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目标，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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