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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现代智能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的思政教育和学习，是新时代提高思

政课教学实效的必由之路。推动智能思政有助于实现思政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教师进步与学

生成长相统一的教育教学目标。构建智能思政教学模式主要从师资培育、平台打造、资源建设等方面着

手，校企合作是智能思政建设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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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oder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realising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and learning, is the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elps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goals of unifying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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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lasses, and unifying the progress of teachers and the growth of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platform cre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etc. School-enterprise coop-
eration is the new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智能思政建设是一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改革和实践探索，其目的是在思政课教学

实践中，通过利用人工智能设备设施，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思政课教学过程的智能化，推动思

政课“教”与“学”的精准化、个性化发展，创新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构建智

能化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思政课教学改革主动适应教学环境变化，

构建智能化思政教学模式，强化智能技术赋能思政课教学，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新方向。 

2. 智能思政建设的背景内涵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就在于办好高校思政课。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提高思政课教育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以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广

泛应用，为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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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

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

课体验教学中心[2]。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3]。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报告中再次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

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4]发挥现代智能技术，促进技术

与教育互融共生，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成为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思政课建设须紧随时代步伐，积极利用“VR/AR + AI”等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来打造智能思政

课教学模式，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一方面，要实现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深度融合下的“智能

思政教育”。通过人工智能的情景营造、符号识别、虚拟呈现、话语表达等功能，进一步密切人机交互、

优化人机协作、增强人机融合，促使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教学过程的个性化、人机交互的拟人化和考核

评估的智能化，打造集成网络教学、师生互动、答疑讨论和评价管理等教学活动于一体的“智能课堂”，

构建人机互相渗透和互相嵌入的“智能思政教育”。另一方面，要实现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深度融合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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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思政学习”。打破传统思政课上教师“一言堂”式的“大水漫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

构建“教师教–机器辅助–学生学”互动式教学模式，加强学生与人工智能互动，增强学生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体验式、智能式的学习过程中，实现学生的知识积累、能力培养、情感

生成等方面的教育目标。 

3. 智能思政的价值意蕴 

智能思政以 VR 技术为载体，可以更好地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实现教师进步与学生成

长相统一等多个方面，具有广泛的价值意蕴。 

3.1. 有效拓展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感 

囿于社会实践条件的限制，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一直以来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难点和痛点问题，现有

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活动数量、活动时间和覆盖面上存在一定的局限，难以让所有学生都深入社会一线

去体验，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消化理论知识的教育效果方面大打折扣。而借助于 VR 虚拟技术、相应

的实验室设备和虚拟教育资源，可以生成与现实环境在视觉、听觉、触感等方面高度相似的数字化仿真

情境。具体来说，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结合当前先进的 VR 虚拟技术，配套革命旧址专题、

纪念馆和博物馆专题、历史人物事迹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等符合思政教学需

求的体验式场景资源，生成数字化仿真情境，让学生“足不出户”完成现场实践学习与沉浸式体验，实

现思政课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统一。这种沉浸式体验“将受教育者的视听触觉完全置于虚拟环境，使

受教育者身临其境般地探索教学的问题情境”[5]，这样一来，学生可以更深入直观地了解理论知识的背

景、内涵与价值意义，进一步增强对理论知识的认同感。 

3.2. 有效促进学生课堂参与，提升学生学习获得感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式主要依靠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听课，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智能思

政教学模式的应用可以在教学全过程中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如通过借助 VR 虚拟实验室、智慧教学

系统等，可以实现线上教学实时互动、实践教学模拟、教学内容可视化、教学数据集成化、学生考评科

学化等功能，真正做到智能思政教育模式“课前、课中、课后”全面覆盖和“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

的全覆盖，将虚拟智慧教学技术嵌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来实现有深度、有高度和有温度的思政课

教学，从而更好地增强学生在情感认同、理论认知、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学习获得感。 

4. 思政课“智能思政”教学模式的建设内容 

“智能思政”教学模式是指在遵循思政课基本规律的前提之下，以提升师资水平为立足点，以人工

智能平台建设为切入点，以教学资源建设为着力点，实现人机协作教学的深度融合。 

4.1. 提升“智能思政”的师资水平 

思政课教师要具备先进的教育技术，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要求。因此，需要对教师进行针

对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使他们了解最新的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原理、教育价值与应用场景。为

思政课教师提供相关的专业讲座、交流考察等服务，让教师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并

将这些技术应用到课程教学中去，提高教学效果。 

4.2. 加快“智能思政”的平台建设 

积极开展数字马院建设，全面推动以“实体展示 + 虚拟(VR)展示”为特征的智能思政教育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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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校思政课教育实践实训基地，打造“地域性 AR/VR + 思政教学校内实践基地”样板点，开展实验

模拟、场景演练、情境教学等体验式教学，运用前沿科技+创新模式让思政理论课教学“活”起来，为教

学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演示方式，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4.3. 开发“智能思政”的教学资源 

一方面，在已有的《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五门思政课传统

教学资源的基础上，着力建设在线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丰富教学资源。

另一方面，根据“智能思政”教学需求，结合五门思政课课程内容特点，有针对性地撰写编制“沉浸式”

“交互式”教学资源教案、讲义、课件，并依据 VR 技术需求开发虚拟资源，实现教学资源建设线下线

上相结合。 

5. 智能思政建设新路径——校企合作 

企业作为现代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的重要主体，在智能思政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企

业的技术资源和学校的教育资源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提高思政课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5.1. 共商教改方向 

通过校企合作构建智能化思政教学模式，需要校企双方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方向上取得共识。首先，

双方要共同商定教改目标。学校和企业应共同探讨如何建设成思政课智能化教学研究中心，推动思政课

教育模式的创新和改革，不断提升思政课教育时效性，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把当代大学生

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次，校企双方要共议教改内容。在确定教改目标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研究成果和社会发展需求，学校和企业应共同探讨明确思政课教学改革内容与方向，确定教学

方式的选择、教学设备的选用和教学资源的建设等问题。例如，校企双方可以共同开发思政课 VR 教育

资源，改革思政课教学体系、教学辅助材料，探索智能化的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切实提高大学生政治

素养、综合素养和系统思维能力。 

5.2. 共建教改平台 

校企合作建设智能思政教育平台，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可以加强学校与企

业的联系，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和实践机会。具体而言，根据学校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

红色文化教育馆 VR 展示厅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VR 虚拟实验室建设，积极打造智能思政教育平台。

这些平台将是学生学习和实践的场所，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

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促进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建教改平台，学校和企业可以实现

产学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度协作，实现协同育人，提高学生的思政课教育质量。 

5.3. 共培教改队伍 

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对于教师队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研究表明，“一些教师对信息技术教育中使用工具的操作应用知识掌握较

少，停留在‘黑板粉笔、PPT 和一张嘴’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上”[6]。一方面，需要组织思政课教师参

与线上资源建设和开发能力培训。在教学中，大量的资源和辅助材料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传达思政课的

内容。学校和企业可以合作开发思政课 VR 教育资源，并提供现代信息技术的培训课程，让思政课教师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61


江艳 
 

 

DOI: 10.12677/ass.2024.132161 1195 社会科学前沿 
 

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虚拟实训操作技术也是思政课教师必备的技能。通过

虚拟实训技术，教师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思政课的内容，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理解力。学校和企业可以

联合为教师提供虚拟实训技术培训，让教师更好地掌握思政课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校企共同努力，

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共同培育专业型、创新性、复合型的新时代思

政课教师队伍。 

6. 结语 

智能思政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方向，智能技术为思政课教学改革赋予充足的动力。“将其理

念与方法有机嵌入思政课深度学习各环节，为思政课的场域构建、资源整合、精准教学、精准服务与评

估等提供技术支持，实现对高校思政课整体架构、开展过程、结构功能的正向赋能，使思政课学习内容

更加整体有意义、学习过程更加自主交互、学习情境更加智能泛在”，有助于“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

发展”[7]。因此，在思政课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挥智能技术赋能优势，构建智能思政教

学模式，重点推动和应用智能思政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平台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并在实践中加强同

企业的密切合作，与企业做到共商教学目标、共议教改内容、共建教改平台、共培教改队伍，有效地促

进高校思政课程的智能化教学、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实现“产

学研”深度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智能思政：基于 VR 技术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202101195009)；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动力研究”(21KS25D)、九江学院

九江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专项研究项目：“红色仪式文化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与路径研究”

(HSYB202307)。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8. 

[2]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3-14. 

[3]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1-07-13(1).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7-28. 

[5] 陈玲, 陈艺鸣. 虚拟仿真技术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应用前景及策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18): 48-51. 

[6] 黄闪闪, 李骄旭. 思政课虚拟实践教学探析[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3(3): 4-7. 

[7] 潘莉, 任凤梅. 数字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深度学习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9): 143-15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61

	智能思政：思政课教学改革发展的新方向
	摘  要
	关键词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智能思政建设的背景内涵
	3. 智能思政的价值意蕴
	3.1. 有效拓展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感
	3.2. 有效促进学生课堂参与，提升学生学习获得感

	4. 思政课“智能思政”教学模式的建设内容
	4.1. 提升“智能思政”的师资水平
	4.2. 加快“智能思政”的平台建设
	4.3. 开发“智能思政”的教学资源

	5. 智能思政建设新路径——校企合作
	5.1. 共商教改方向
	5.2. 共建教改平台
	5.3. 共培教改队伍

	6.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