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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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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政工作者开展教育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借助大数据的特征，革新教育理念，

丰富教育资源；精准引领方向，促进个性发展；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习热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得以提升。但同时

也面临大数据重要性认识不足、大数据专业技术缺乏、大数据系统平台不健全、大数据教育环境复杂等困境，深入分析其原

因，为提出有效的化解举措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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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借助大数据的“4V”特征，助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不断提升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与此同时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在借助大数据特征提升实效性的同时也存在困

境，准确分析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

实效性面临困境的原因，有效化解困境，提升高校思政教育

实效性。

为了能深入了解实际，对不同类别高校的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问卷共投放 630 份，有效收回 592 份，问卷回收率

达到 94%，确认回收数据适于统计分析。同时随机选取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访谈，基于调研情况，就大数据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现状做如下分析。

1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的表现

1.1 革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资源

在访谈中 90%的教师认为“当前是信息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应当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真正将教育做到因时而进，因

势而新，从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挖掘教育切入点，更有

助于提升当前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你认为影

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是？”问题中，有

78%的学生选择“教师教育态度和水平”，67%的学生选择“内

容是否丰富”，71%的学生选择“个人认同的大小”；无论

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都对大数据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理念、内容等提出要求，大数据的特征能够助推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理念革新，丰富教育教学资源，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

1.2 精准引领方向，促进个性发展

在“你每天的上网时间多长”中，78%的学生选择 4-8

小时，并且“社交、聊天；浏览新闻；查找学习资料”分别

占 93%、74%、68%；可见在大数据时代，大学生作为最活跃

的网民群体，他们极易接受新鲜事物，并善于通过网络数据

记录生活、获取信息等，通过整合、分析其相关数据，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掌握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和思想动态，充分发挥教育活动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有前

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领学生

正确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形成。同时结合学生相关信息数据

中体现的需求，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满足更多学生的成长

需求。

1.3 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习热情

在“信息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你参与社会政治有何影

响？”问题中，有 54%的学生指出信息化的发展为其参与社

会政治提供重要途径，有 39%的学生指出原来不够积极，现

在更加积极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参与热情。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充分将大数据的特征用来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有助于教育对象信息素养的不

断提升，不断提高社会参与感，激发学生参加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热情，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在“你

会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吗？”问题中，仅有

13%的学生谈到不会发表观点，教育对象在网络环境中，能

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发挥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切实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面临的

困境

2.1 大数据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随机进行访谈中，有教师谈到“基于现在大数据时代

背景下，学校提供的平台、学生相关数据的处理、以及科研、

工作任务，结合大数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探索新途

径；目前还是通过课堂传授知识进行思想引领比较稳定。”

在“你希望老师采取何种教学模式进行思想政治教学？”问

题中，仅有 9%的学生选择常规教学，有 39%的学生选择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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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学，24%的学生选择自主学习，28%的学生选择师生互动

方式。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教育者还未认识到大数

据对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和思想动态的重要性，也尚未将大学

生网络上的信息数据作为备课的对象，教育理念与大数据时

代尚不相符；而大学生极易接受新鲜事物，移动互联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使得学生能够更容易、便捷的通过网络获取信

息，并结合相关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缺乏及时的干预和引领，既有可能影响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

形成，教育者教育理念的滞后与大学生的需求不相符合，一

定程度上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2 大数据专业技术缺乏

在访谈中有绝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谈到，“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是自媒体下的受益者，但自身目前

对大数据相关的专业技术掌握不到位，能够进行简单的数据

汇总，但在专业数据分析、提取有效信息等方面，还需不断

学习新知识，才能满足当前将思政教育与大数据有效结合起

来。”据此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中缺乏专业

的大数据方面的人才，操作技术上的缺乏、不精湛影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因其

科研任务、日常事务等，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一门跨

度大的知识，也较难能够准确收集、整合、分析大量的数据，

更无法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2.3 大数据系统平台不健全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缺漏有哪

些？”问题中，有 73%的学生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相关数据的

管理缺乏系统性，78%的学生认为大数据时代对于思想政治

教育还没有系统化。在与教师的访谈中，有部分教师谈到“当

前，无论是从学校层面还是自身掌握的相关知识上，都还缺

乏系统、全面、熟练整合、分析相关数据的平台和能力，还

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从中提取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切入点。”通过调查和访谈结果看，当前高校仍存在缺乏对

大学生的相关信息数据系统的管理，其信息的安全性存在一

定的隐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未能系统、及时处理

大学生在各个平台的数据，既无法保证大学生相关数据的安

全性，也无法有效利用相关信息。

2.4 大数据教育环境复杂

在“复杂庞大的数据对你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形成是

否有影响？”问题中，有 87%的学生选择有比较大的影响，

有 53%的学生选择非常大，仅有 9%的学生选择影响不大，3%

的学生选择没有影响。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庞

杂的数据也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复杂化，网络的匿名

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各种思潮、观念充斥着信息平台，

大学生思想尚不成熟，信息分辨能力不高，接受能力较高，

一些错误思潮、负面观念等影响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

和塑造等，一定程度上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

3 大数据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存在困

境的原因分析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存在的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做到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

一定程度上不能有效引领大学生思想，要解决当前的困境需

要透过问题发掘解决问题的根源，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性、前瞻性和针对性。

3.1 教育理念思维固化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大学生作为网民中最

活跃的群体，他们思想观念尚不成熟，极易受网络中各种信

息的影响。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性，是当前引领学生思想观念的不可忽视的途径。

一是部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理念尚未完全与当

前时代特征、学生特点相契合，更多的通过传统课堂、传统

形式的教育活动进行教育引领，没有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对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性，并缺少将大数据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举措。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备课、设计课

堂、制定教学方案、开展教育活动等缺乏大数据思维，在开

展教育引领中缺乏应用大数据的意识、能力，缺乏从大数据

中挖掘思政价值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思政工作者更多的坚持

固有的“一对多”的教育理念和思维，对学生的个体性、差

异性关注不到位，从理念层面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的提升。

3.2 教育队伍结构单一

一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还是以学校党委、共青

团、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及学生代表等，其中具有

大数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占比非常少，而已有的教师对

大数据相关知识和技能掌握匮乏，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多

的是工作的对接等，对协同育人方面还很欠缺。二是思政课

教师和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群体，他们又有较重

的科研任务和事务工作、岗位工作，鲜有精力和时间去学习、

掌握新的、跨度大的知识和技能。尽管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

益于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提升，但因专业技术人才的缺失，使

得教师很难从大数据中提取有效的思政引领的契机和价值

点，不能真正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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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对象复杂不稳定

高校大学生是在网络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极易

被网路中各种新鲜的事物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大学

生对事物的认知、理解等都不一样，教育者也在努力走进当

代大学生的世界，但教育者掌握的情况还是表面较多，加之

大学生思想的流变性和不稳定性，加大了准确引领大学生思

想的难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依托大数据在面向群体开展

思想引领的同时还可以有针对性地为个体提供指导，但因高

校还缺乏专业的人才进行数据的整合、分析，加之大学生的

思想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有时掌握的数据体现的意思并不

是大学生真正的观念和需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进行数据信息

分析需要较长的时间，加长了数据分析和挖掘的时间，这又

减弱了大数据的前瞻性，从中挖掘的教育契机的前瞻性、实

效性也减弱，一定程度上较难促进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黄文玉.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21.

[2] 宋劲松,袁梦伊.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12).

[3] 赵琛.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8.

作者简介：侯慧秀（1993 年 5 月），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山西晋中，学历：研究生，职称：助理政工师，研究方

向：网络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