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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其便捷性也给不良思想的数据信息传播提供了

土壤。大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象牙塔里，相对缺乏独立

思考和逻辑判断能力，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侵害，这

对他们的学习和成长都将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直接制

约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是庞杂的大数据涌入高校校园，给传统的校园文

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是个人信息安全挑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思政

教育工作者通过搜集和掌握学生的行为数据去分析目前思

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学生部分相对隐私的

个人信息泄露，使得学生产生不良情绪和排斥的心理。

此外，在运用数据信息过程中，如果对信息数据的

安全管理不重视，也有可能导致学生的个人信息数据泄

露，并受各种电信诈骗、骚扰电话等侵扰，最终使大数

据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难以取信于学生，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3、高校思政教育人才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简单地把思想政

治教育网络化（“大数据+”），而是为大学生的理性思

考提供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实现大数据和思政教育的

深度融合。然而，从当前两者的融合状况来看，还面临

着专业人才缺乏的困境，思政教育工作者中具备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背景并同时熟练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复合型教

师不多，这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是

不利的。

4、思政教育传播方式挑战

过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依靠思想政治教

育的客体（思政课老师或辅导员）在课堂上或课后为学

生单向灌输，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和良好品质。近

年来，随着大数据在各个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学生在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已经不限于课堂教学了，而更多

是通过移动设备获取思政教育资源，对于自己获取到的

一些优质教育资源，也乐于分享给同伴、同学。从网络

资源的获取速度而言，有的学生在搜集教育资源时的速

度远快于思政课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了思政课

教师的权威。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1、完善数据制度，深化大数据技术革新

受 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 思 政 教 育 者 在 运 用 数 据 技 术

实现思政教育创新中，容易遇到数据作假、数据被篡改

以及数据不当等问题。对此，就要首先从制度入手，不

断完善数据制度，实现技术运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其

次，学校要有效借助外力来提升数据处理水平，准确分

析 教 育 客 体 ， 并 对 其 开 展 有 针 对 性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辅

导；最后，要深化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变革，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变革和发展带来新机遇，真正促进大

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2、加强数据信息管理

一是转变教育方式，有效应用大数据技术。在创新

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必须强化新时期大学生马克思主

义思想教育，使学生以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抵御不

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

二是要树立正确的大数据理念，并有效突出大数据

管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为了防范和抵制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受到不良信息的渗透和破坏，思政教

育工作者不但要及时转变教学理念，还要不断创新教育

形式，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校园环境，过滤各种不良

信息和错误思想，积极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三是合理使用学生个人数据。重视学生个人数据资

料的保护、妥善管理和使用，根据相关情况使用完个人

数据后，有必要时要及时删除学生的个人数据，以防信

息泄露。与此同时，学校还要不断加强防火墙建设，优

化学生数据存储方式，以免病毒利用漏洞入侵计算机窃

取信息。

3、强化思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高素质、高技

能的教师队伍作保障。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高校要

重视思政教育人才队伍的建设。

首先，高校要加强教师相关培训，如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学科知识培训、大数据思维与技能培训等，建

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师培训与发展体系，克服大数据

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困境。

其次，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自己不仅要有过硬的

政治信仰、深刻的情怀、新颖的思维、宽广的视野、严

格的自律和健康的人格，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敏感度和

预见性。要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和思政教育工作融合的重

要意义，学会借助网络平台，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理状

态发展变化和困难需求，及时给予有效帮助和解决。

最后，要重视大数据和学科专业人才的引进，强化

专业培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此

外，还可以组织思政教师队伍走进企业交流学习，了解

企业文化中关于思政文化的内涵，然后在后期的教学中

向学生展示企业文化的真正含义，使学生尽早了解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