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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的 AI 智慧化精准育人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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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全育人”体现了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育人的新模式之一。基于人工智能（简称 AI）的智慧化精准

育人模式为三全育人模式保驾护航。“AI”智能建模技术突破了传统育人局限性，打通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和自身能力成长、品

德形成的内在关系，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交叉整合；深度完善了智慧化教育方法和全员参与、全程贯彻、

整体协调的统一教育体系。基于“AI”的智慧化精准育人模式也进一步推动了新型教育环境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开

启了智慧化管理新纪元，数据流分析，智能管理逐渐为新型教育环境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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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教育模式体现了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

顺应了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契合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

是新时代育人的新思路[1]。基于人工智能（简称 AI）的智慧化精准

育人模式为三全育人模式保驾护航，不仅在育人的模式上有所创新，

在育人手段上更加精准，更加突显了育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 

一、传统化育人局限性 

（1）个性化不足：随着受教群体特征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模式

应对多变的受教群体，所能实施的教育措施局限性较大，以"00"后

为主要代表的受教对象，主要特征表现在思想极度活跃、个性张扬、

自我主义感强。传统的育人管理模式对于受教群体的受教场地，管

理方式都是集中的，缺乏群体性特征和个体性特征的有效结合的培

养方案，体现出个性化或者是多元化育人创新模式不足。 

（2）教育形式单一：传统的教育主体主要是以学校为中心，家

庭，社会对学生的教育参与度很低，而仅仅依靠学校这个载体，所

呈现的教育方式有限，所起到效果也是有局限和三全育人的理念还

有一定的差距，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勃发，外部影响对于"00"

后教育冲击很大，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求知受教的

需求，探索新型教育模式，充分发挥三全育人的功能，使得完善教

育形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教育管理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高质量的育人体现在很多的

方面，高质量的就业对口率仅仅是突显教育管理成效的外在表现，

高质量育人的核心体现是社会的进步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协同

统一。因此，育人的方式和思路应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传统

的育人模式对技术的依赖性不强，主要以管理者多参与，多交涉为

主要特征。然后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逐渐壮大，社会对人才需求的

标准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缺乏新兴技术

支撑的管理育人模式面临巨大挑战[2]。 

二、“AI”的智慧化精准育人新思路 

（1）人工智能建模技术为精准育人提供个性管理方案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的特点变的更为复杂，学生个体受家庭，社

会等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表现为独特性。新

时代形势下人才培养方案更加需要多元，实现全面发展，个性化成

长是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人工智能建模技术能够以校园为载体以

学生成长数据为源头，可以做到学生行为分析、心理状态观测[3]、

学业成绩预警、课程表现点评，职业生涯规划等多元、一体化保障。

以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为案例分析： 

"00 后"学生一方面个性化突出，表现为独树一帜；另一方面自

我中心感比较强，往往会通过一些独特的谈吐或者行为表现，来突

出自我的与众不同。无论是满腔热血的强烈，还是独树一帜的突显，

在成长中学生对于独特性，自控力，意愿性，是非曲直等方面的认

知能力体系还不够完善，进而会在成长中往往处于不安，混乱，迷

茫进行形成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当前摆在教育管理者，尤其是辅导员老师面前的重

点课题，心理问题也是困扰和阻碍学生健康成长的重大障碍，如何

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有效做到预警，快速进行引导，制定切实可行

的干预方案，从而有效减低心理问题对学生成长及老师管理的影响

程度使得学生健康成长。然后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对于如何做到"

早预防，早疏导，快干预"显得捉襟见肘，未能有效化解心理危机，

而人工智能建模技术将会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行为心理学指出，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心理

意识是不可预判的，心理行为是生物体为了一定程度适应周边环境

多表现出来的反应，表现在一些实践的动作，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

学生的反应数据进行建模，从而推测反应与心理直接的内在关联性。

如自闭症是 常见的大学生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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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困难、及行动困难等[4]。 

 

图 1  网络行为下的人际关系图 

图 1 表示的是学生个体在 QQ 空间发布说说，好友互动点赞的

人际关系网络图，红色点表示的是互动学生个体，红色点之间的连

线表示的学生个体之间的联系，个体之间的连线粗细表示个体与个

体之间的关系良好度（互动度），越粗表明关系越紧密，越细表明越

疏远。 

通过关系图可得，有些学生的个体周围同其他学生个体有错综

复杂的互动关系，体现出该类学生的人际交往程度，朋友圈广度，

社交水平等。而有些学生的互动对象较为单一，个体之间的互动联

系少，社交关系简单，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稀疏群体的关系特征图 

此类学生的人际关系突显隔离，是日常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

中应属于重点关注对象，确定疑似重点关注对象后，大数据流通过

分析该类重点人群的课堂行为数据，校园活动轨迹数据后，形成初

步的参考预备方案，为线下老师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交流了解提供

基础数据支持。 后通过线上人工智能建模与线下心理老师，辅导

员等谈心谈话帮扶相结合的方式在学生疑似出现或者出现心理问题

后做到早预防、早疏导、快干预，有步骤、精准化、有个性，实现

较全面的精准育人帮扶。 

2.2 人工智能智慧化管理技术为"三全育人"保驾护航 

三全育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简称“三

全育人”）的要求 。 

 

图 3  大数据技术支撑“三全育人”关系图 

实现"三全育人"首先要打通的学生成长的数据共享通道，如图 3

所示，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通过记录学生在校的各种数据从而进行

数据清洗、分析整合，形成个性化学生成长报告，然后推送学生家

长、学校老师、企业等。 

企业在获得学员个人成长数据后会产生正反馈效应在学员个体

上，而学校则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断制定新的培养方案，提高学

生学科素质，并调整教学方式。学生个人根据企业及学校的多项反

馈后，会完成自身的诊断报告从而产生新的行为数据。比如，学生

上课出勤率，，违纪发生率，第二课堂的课外活动参与度，学业成绩

提高幅度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良性的反馈数据促成了健康循环的

学生个人发展诊断报告，从而推动了学生个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整

个过程中智慧化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平台为"三全育人"模式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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