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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指出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息息相关。从数字时代

出发，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开展深度教学，探索蕴含价值性的教学方法。从价值维度看，数字赋能高中

思想政治深度教学可以强化思政使命性任务的引领力、焕发境脉性知识的生命力、释放媒介性活动的鲜

活力。教师应提升数字实力、聚焦数字资源和重构教学空间，强化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构建学生核心

素养的进阶路径，回应信息时代对创新人才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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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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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ded “promoting education digitization” in the report, pointing out that digital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igital era, we will carry out in-depth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explore teaching methods that contain value. 
From a value perspectiv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dee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s can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ission tasks, revitalize contex-
tual knowledge, and unleash the vitality of media activities.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digital strength, focus on digital resources, and reconstruct teach-
ing space,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to deep learning, construct an advanced path for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respond to the call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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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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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必定会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为建设高质量思想政治教

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描绘了实践蓝图。在“教育 4.0”的时代发展潮流下，教师如何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渐进式地输出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行为规范，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因“深度教学”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

型存在逻辑自洽关系，目标都是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构建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搭建高中生的意

义世界和价值世界，解决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 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的生成机理 

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基点，以数据

要素为驱动，高效整合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精准、敏捷、有效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因此，

数字技术时代在政策、技术和需求等多个层面为高中思想政治课转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主体

需精准把握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构建一个教育技术和教育主体互动平衡的育人系

统，在深度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真正耕耘好铸魂育人的责任田。 

2.1. 政策指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中

思想政治教育担当着培育“时代新人”的主体使命，处于教育数字化的技术语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以

立德树人为基点践行新的实践命题，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和技术工具，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为标尺，因

人、因事、因时、因地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标要求教师要重点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理性思维、勇于探究、批判

质疑的严谨科学精神素养，认真研究思政的时代课题和环境大势，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和技术工具全方

位的重塑育人课堂，对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进行及时的更新，通过深度教学充分理解高中思想政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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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深度阐释其中所内涵的价值与精神、方法与思想和问题与概念等三重逻辑，深提升学生科学精神

素养，落实铸魂育人的职业使命，培育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2.2. 理论奠基：深刻认识和把握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决定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生成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把握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规律和是学生成长成才规

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地凭借现代化的技术便利，运用数字技术聚集和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

行为轨迹以及社会思潮等方面的数据信息，从而深入地认知和了解相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并且数字技

术本身拥有着强大的记录、运算、集聚和分析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教师管理学生、评价学生、科学

决策等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判断和决策依循，进而指导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 

2.3. 技术赋能：数字技术催生高中政治生态重构 

现如今，思想政治课程改革的时代趋势是实现数字化课程，依托数字技术重塑思政课的教学方式方

法，实现高中思政理论知识信息化、资源整合化和功能智能化，重塑高中政治课的生态环境，让学生在

某种程度上摆脱物理世界的现实约束，推动学生不断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寻找数

字技术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途径，树立数字化思维，运用 VR、AR 技术开展沉浸式体验项目，拓宽高中思

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场域；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虚拟仿真课堂在云端开展专题培训，深度挖掘和处理

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和建构有意义的理论世界教师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

习偏好和需求等个性化信息[2]，搭建虚拟实践平台，进一步延展思政教学的时空，帮助学生在互动式的

实践教育场域中深度思考高中思想政治知识的内在结构，启迪学生的美好心灵，塑造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2.4. 需求策动：新时代青年的数字基因特征 

新生代青年生存于数字 3.0 时代(AI 互联网)，在这一代青年中自带数字基因，对于数字时代的各种

信息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拥抱心态，在生存的各种场景中常常运用数字化形式进行表达和交流，具有鲜

明的个性特征。对这一时代的青年开展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使学生局限于狭窄的教育空间，

缺乏精准性的教育内容与形式，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无法达到深度学习的理想状态，可能

会导致辩证思维和创新意识不足。并且，商家在借用大数字的技术优势，向学生精准推送符合其偏好的

数据信息，部分学生在面对零星碎片化和垂直片段化的信息时，缺乏辨别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主流意识

形态的思想也存在着被蒙蔽的风险，这就推动着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随时随地的运用数字

技术跟踪和挖掘时政信息，科学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和学习需求，勾画出每个学生的图像和知识图谱，

在共情的数字生态中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学生的灵魂，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 

3. 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的价值意蕴 

在数字技术时代，数据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仅是充当技术角色，而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逐渐

渗透其中，推动着教育双方主体互动模式和教学呈现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高中数字思想政治“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展开教学，对高中思政使命任务、境脉性知识和媒介活动做

出了时代回应和价值引领。 

3.1. 强化使命性任务的引领力 

数字化技术赋能高中思想政治课建设，将育人元素和技术元素完全融合，运用数字技术聚焦立德树

人的任务，精准专业的分析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回归育人初心，坚守“人”的发展逻辑，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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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3]。教师作为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的践行者，

要在自己的职业领域执行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运用数字技术扩充本体性知识，维系自身职业发展，对

日常教学活动不断进行优化、创新和变革，改变单一纸质版教材的固有认知，在高纬度的虚拟世界中构

建“数字孪生”地政治教育系统，在学校与学校之间搭建贯通“数字孤岛”的桥梁，生产出具有时代感

和亲和力地思想政治产品，依据学生的动态数据模型，深化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认知，讲清楚高中思想

政治课蕴含的思想结构和深层内涵，打破学生理解知识的瓶颈，深化到课程价值和意义层面，有效达成

思政课价值引领作用，培育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3.2. 焕发境脉性知识的生命力 

高中思想政治具有生命力的知识储藏在境脉中，学生在教师构建的情境中理解和把握知性知识。高

中统编版思想政治四本必修的内容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讲述了为何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内容，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则是对必修的知识进行进一步拓

展。教师要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结合数据信息的价值特点和政治课内容的学理

性和政治性精准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际遇，收集和整理蕴含育人价值的数字化思政资源，打造立体化

的高中思想政治资源库，来丰富和补充学科的内容的深度与厚度。教师讲述理论知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主线构建情境与议题，鲜明回应时代问题，逐步向数字领域延展，多个维度对学科知识进行讲解与

剖析，发挥数据价值的最大效益，实现优质思政内容的精准化，促使学科知识在镜脉性知识的焕发理性

光辉，学生的个性特征得以充分的激发和培养。 

3.3. 释放媒介性活动的鲜活力 

传统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方式较为枯燥，主要常见的教学媒介有语言文字、课堂教授和大众传媒等。

数字技术时代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创设的新教育空间，受教育者解缚数据、信息的时空约束的时代已经

来临，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数字共享已经照进现实，学生也可以成为数字技术的创作者与传播者。教师

可以运用智能分析技术对学生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行为进行数字化的精准分析，借用 VR、AR、MR 设备

及集成嗅觉、触觉、味觉的体感设备模拟五感等教育媒介丰富教育形式，在三贴近的原则下深入开展教

学，在数字资源库中选取时政热点和创新理论等鲜活素材，结合学情将这些鲜活的素材以多重形式融入

课堂，让抽象的学科概念具象化。受教育者运用各种网络教育平台学习和收集思政资源，在翻转课堂和

慕课等数字教育平台学习新知识，有效有度的衍生思想政治课堂知识，实时在数字学习平台与教育者互

动交流，靶向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疑难困惑，科学深度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熏陶与核心价

值塑造。 

4. 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的实践路向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要在教师领域实施“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策略，其价值旨

归是有效提升教师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数字技术改变作为改变传统教育结构和信息传递的工具，对高中

思想政治课现代化的转型至关重要，也是深度教学落地生根的重要手段。对此，教师在适应数字社会和

学习型社会的发展境遇，在教学中高效运用各种数字技术和资源顺利完成学习、交流和教学。 

4.1. 提升数字素养，培养创新思维 

4.1.1. 打破传统数字偏见 
教师运用数字化技术存在着一种转型期的鸿沟，充斥着技术学习的畏难和不自信心理，教师需要运

用创新的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去打破数字化技术难以掌握的偏见[4]。教师怀抱高度自信的心态，对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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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数字化的运行架构和运行步骤进行理解和掌握，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智联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

以大数据技术为媒介动态分析学生的认知特征与思维趋势，获取学生关注的热点信息及相关思想政治问

题，以此搭建梯度链的问题支架和思维空间。教师由此引导学生在深入探究问题链的过程中培育逻辑思

维能力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整堂教学中体悟理论深度与情感温度，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的制约，从而有利于确保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专业和高效。 

4.1.2. 加强数字技术培训 
数字时代，学校为了适应数字技术教育改革的趋势，要造就一批具有较强数字素养的思想政治教师

队伍，将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守正创新，以提升学校思想政治课的实效和质量，确保思想政治课与时代

接轨。学校要组织教师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设立教师数字专业学习社群，为教师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提

供一个平台，培养 一支“既懂思政工作，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思想政治教师队伍。比如，高密市银

鹰文昌中学在学校办公平台同步提交教师的教研活动全过程，实现评课网络化；运用学校信息化平台进

行集体备课，实现备课信息化。另外，教师要加强自我身份认同，更新教育理念，认识到数字时代要具

备的素质和能力，自发的去了解和掌握数字技术的基本特征和应用方式 ，主动开发思政数字化的教育模

式，运用 VR 技术和主题网站等构建思想政治资源和场景，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学生的思想动

态、学习习惯、知识盲区等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有效跟踪，有效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推动高中思想

政治课创新发展的动力角色也演变为数字技术。 

4.2. 聚焦数字资源，启迪生活思维 

4.2.1. 构建数字孪生资源库 
数字驱动推动着高中思想政治资源进一步优化整合，是教学模式守正创新的动力。运用数字技术开

发虚拟实践资源，突破一维和二维的时空限制，在现实资源与虚拟资源搭建起互通往来的桥梁，构建与

现实世界同质的“孪生”资源生态系统，打造 3D 影视馆、搭建 VR 和 AR 互动体验区等。比如，第一，

教师在预设议题式教学设计时，运用数字化技术在更高维度中挖掘当前最火爆的优质资源和最专业、最

权威的理论知识，形成社会生活逻辑与文本理论逻辑完美融合的教学设计，在师生的辩与议中提升课堂

的效度与信度。第二，教育者在数字化时代要积极作为，运用数字技术对受教育者进行精准画像，深度

掌握学生的个体特征和教育需求，依托数字孪生立体资源库和各种实践教育基地，坚定数字资源的政治

方向的引领，自为创作兼具思想深度和形式新颖的教学素材，以此构建统领教学主旨的思想政治情境，

让学生理性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从而更深层次的感悟生活、体验生活。 

4.2.2. 共享思政数字资源 
每个高中学校都建设有数字孪生资源库，但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着“数据孤岛”，各学校资源库之

间并没有形成耦合关系，部分教师建立的特色思想政治数字资源库处于“沉睡”状态，未能发挥应有的

价值。学校的各个行政单位和教师要协同发力，运用大数据技术系统规划贯通数字资源在时空上的全

链路，打破数据之间存在的壁垒和克服“数字鸿沟”现象，在开放交流、互鉴互通中实现优质数据与

内容传播路径的“四通八达，在全领域、全流程中有机整合思政学术资源和实践资源，勾勒高中思想

政治教育巨像数据画像。比如，昌邑市第一中学就打造了智慧教育服务平台和教育数据治理平台，开

发“云上特色课程”，教师在学校智慧平台与各学校的思想政治精英教师相互联通，共享数字思想政

治教学资源，在校与校、师与师之间形成协同育人教学模式，从而构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数字资源库，

在数字同心圆中引领资源走向政治课堂，将教材的刚性文本知识柔化为理性思维，引领和深化学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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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 

4.3. 重构教学空间，走向高阶思维 

4.3.1. 嵌入数字化感知技术 
维果斯基的社会发展论高度重视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重要意义，学生的多元需求和学习兴趣在安全、

温馨向上的学习环境是有助益。在思想政治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下，将数字化感知技术嵌入到传统思

想政治教育空间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有利于重构和再设计教学空间。对此，学校需得大力支

持开发涵盖思想政治资源库和动态算法评价系统的教育智慧终端，满足和赋予教师多样化的教学需求、

自主创新空间。例如，学校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原创性开展了学校“云端共上一节思政课”，

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学情和教情高效运用思教育智慧终端，利用 VR 技术为学生构建交互性、高保真的

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中嵌入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的知识要点和在线学习资源，将虚拟情景与现实讨论

完美融合，教师还借助于数字技术在线答疑，不局限于教材知识的理论边界，带领学生在多方辨析和讨

论中理解课本知识的内在逻辑形式和意义领域，从而突破课本知识的表层符号意义，促进师生的高阶思

维进一步发展[5]。师生在此空间中进行平等交流和合作创新，课堂也由此变得立体化和具象化，教师实

施深度教学也拥有了坚实的环境支撑。 

4.3.2. 扩大数字技术应用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6]，对

此，高中学校要打破大数据壁垒，在各学段和学校内部全领域、全流程整合数字，依托高校打造一批集

教研、实践、评估为一体的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软件和平台。师生强化对智能算法的认同度，在精准、

平等的数字教育空间中进行师生互动，使之具备人文关怀和精神寄托的功能，最大限度的扩大数字技术

应用深度。比如，安丘市第一中学利用学校的智慧平台资源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轨迹进行分析和诊断，

实时捕捉学情，推动其高度匹配教学主题和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地转变学习范式和学习方法，推动

学生的思维逐步向反思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发展与靠拢，让教学无边界变为现实，营造

全覆盖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育人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

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从一个问题切入，

把一个问题讲深，最后触类旁通，带动很多关联问题”[7]。这为高中思想政治课运用“深度教学”理念

提供了时代课题，优化和创新课堂教学新样态，而教育数字化为数字时代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的三个生成机理，阐述了数字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深度教学的

价值意蕴，进一步论述了具体的实践策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深度学习能力，强化学科价值引领功效性

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培养引用型和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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