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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渗透与创新探析 

郭嫽 
（陕西开放大学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大数据技术是指数据规模巨大、数据类型繁多、处理速度快速、价值密度低下的数据集合,需要采用新型的技术和工具

进行数据存储、管理和分析。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也在逐渐地引入和应用这项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同时还能为教学改革提供数据支持。本文将从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

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创新以及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挑战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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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都在逐渐地引入和

应用这项技术,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教育领域中,大数据技术的

应用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同时还能为教学改

革提供数据支持。 

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

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等。

因此,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改革课程思政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

中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创新以及大数

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挑战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1.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大数据技术在学生学习行为分析中的应用可以提供更深入

和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他们的学习行为和模式。

常见的应用如下： 

（1）学习行为追踪：大数据技术可以追踪和记录学生的学

习行为，例如他们的登录记录、学习时间、浏览器历史等。通

过分析这些数据，高校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偏好，以便

根据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支持。 

（2）学习进度监控：大数据技术可以监控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进度和表现。通过分析学生完成的作业、考试成绩等数据，

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

支持。 

（3）学习内容个性化推荐：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学生的学

习记录和兴趣，为他们个性化地推荐学习资源和教材。根据学

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高校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提供定制化的

学习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 

（4）学生学业预测：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历史和行为数据，

大数据技术可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业发展趋势和可能的问题。

这有助于高校及早发现学生的学习困难和风险，提供有针对性

的支持和干预，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时，需要保护学生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高校应采取适当的

措施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同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伦理规范。 

2.教学内容优化 

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的内容优化可以帮助教

师更好地设计和调整课程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整合：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海量的教学

资源进行整合和分析，找出与思政教学相关的最新、最权威的

资料和案例。这样教师可以更好地准备教学材料，确保课程内

容的及时性和丰富性。 

（2）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学生的学习

数据和反馈，了解学生对思政教学内容的需求和兴趣。教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分析结果，针对性地优化课程内容，使其

更加贴合学生的学习需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

生的学习风格和习惯，以及他们对不同教学方法的反应。基于

这些分析结果，教师可以灵活调整教学策略，采用多元化的教

学方法，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互动式教学等，以提高教学

效果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4）教学评估与反馈：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对课程思

政教学过程进行评估和反馈。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业

反馈、在线测试等数据，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程度和掌握程度，并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和内容，以提高

教学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应遵

循相关的隐私保护规定，并保证教学过程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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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师在使用大数据技术时应综合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并

尊重学生的隐私权和学习权利。 

3.学习效果评估 

大数据技术在学生学习效果评估方面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全

面、准确和客观的评估结果，帮助教师和学校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成绩。 

（1）自动化评估：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记

录、作业提交和考试成绩等数据，自动化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

果。这可以减轻教师的评估负担，同时提供更客观和准确的评

估结果。 

（2）个性化学习建议：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学生的学习行

为和学习数据，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指导。通

过识别学生的学习困难和弱势，教师可以根据分析结果推荐适

合学生的学习资源、教学方法和补充学习材料，以提高学习效

果。 

（3）预测学习结果：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历史和行为数据，

大数据技术可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结果。教师可以根据这些

预测结果，提前采取措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提高他们的

学习成果。 

（4）教学改进与优化：大数据技术可以对课程和教学方法

进行分析和评估，帮助教师了解哪些教学内容和方法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影响最大。教师可以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对教学进行调

整和优化，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学生学习效果评估

时，应注重保护学生的隐私权和数据安全，确保评估过程的科

学性和公正性。同时，教师应结合学生的个人特点和学习环境，

综合考虑多种评估指标和方法，以获得更准确和全面的评估结

果。 

三、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创新 

1.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 

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从而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比如,可以通过分

析学生的学习记录,了解学生对哪些知识点掌握得不好,然后针

对性地加强这些知识点的教学。 

2.学习路径分析 

学习路径分析,是指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记录,了解学生的

学习路径,从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个性化的指导。比如,可以通过

分析学生的学习记录,了解学生是如何学习某个知识点的,然后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3.多维数据分析 

多维数据分析,是指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记录,了解学生在

不同知识点上的学习情况,从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个性化的指

导。比如,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记录,了解学生在不同知识点

上的掌握情况,然后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 

四、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挑战 

1.技术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需要有先进的

技术支持。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大数据技

术体系,这给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带来了

技术上的挑战。 

2.数据质量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需要有高质量

的数据支持。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数据质量较低,这给大数据

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带来了数据质量上的挑战。 

3.隐私保护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需要收集学生

的学习记录,这可能会涉及到学生的隐私保护问题。因此,如何在

保证学生隐私的前提下,有效地收集学生的学习记录,是大数据

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总结 

总的来说，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可以

提供更便捷、准确、个性化和科学化的支持，有效提高教学效

果和学生成绩评估的准确性。（1）教学资源管理与整合：大数

据技术能够对海量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和分析，便于教师快速

获取并使用最新、权威的教学资料和案例，提高课程思政教学

的有效性和实效性。（2）学习需求分析与个性化教学：基于大

数据技术的学生学习数据和反馈分析，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

生的学习需求、偏好和水平差异。教师可以根据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设计和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策略，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个性

化的教学。（3）学习监控与反馈：大数据技术能够实时监控学

生的学习行为和成果，并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教师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及时纠正学习偏差，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4）教学评估与改进：借助大数据技术，

教师可以更全面、准确地评估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通过分析

学生的学习数据和行为，可以了解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

度，帮助教师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和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需要注重学生隐私保护和学术规范遵循。同时，教师应综合考

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环境，灵活应用大数据技术，使其真

正成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有力支撑，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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