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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的统领下，以教材、大纲和教案为框架展开教

育，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相对稳定。历史观培育与

历史关系密切，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看，既包括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又包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

历史，还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资本主义发展

史等。上述历史中涉及大量的史料、史实，可以从不同

视角梳理和解读，时下热点事件亦可以从历史角度予以

回应，这些任务仅靠社会大众在学校教育阶段是无法全

部完成的，需要历史题材的内容生产者一起参与。

在各类数字化平台中，存在着大量历史题材的内容

生产主体，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他们不是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的成员，但是他们为大历史观培育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素材，为大历史观培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数字平台

的平等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使教育对象在大历

史观培育过程中的个性更加凸显。

在 线 下 教 育 活 动 中 ， 教 育 者 居 于 主 导 地 位 ， 教 育

对象居于配合、参与的从属地位，教育对象在教育过程

中的反馈活动，以及与教育者的互动都在教育者的安排

下进行。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地位，在数字平台中发生

了较大变化。以短视频平台为例，教育者成为了内容生

产者，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身份被弱化甚至隐藏，教

育对象以平台使用者的身份选择视频和观看短视频，并

自主运用平台提供的功能发表观点、与内容生产者及其

他使用者互动。这些功能的使用弱化了教育者与教育对

象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差别，教育对象动动手指就可以

在观看过程中反馈和互动，并且教育对象的反馈和互动

向内容生产者和所有使用者开放，这些反馈和互动的信

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短视频的一部分，影响着内

容生产者未来的生产活动和后续使用者的观看体验。

当然，个性化驱动大历史观培育过程仅靠短视频平

台的评论和弹幕功能是远远不能实现的，要基于数字化

技术打造个性化驱动的培育全过程。从教育对象打开数

字化平台开始，平台就运用算法模型为教育对象提供基

于个体思想现状的培育路径，将历史事件、热点新闻、

理论学习、线下资源等素材通过文字、图像、视频、虚

拟现实等形式精准排列组合，并根据教育对象的反馈动

态调节，整个培育过程由教育对象本人的个性化思想信

息驱动。当然，这样一种培育过程的实现有赖于国家整

体数字化战略的推进，它需要国家的持续投入和统筹推

进，在确保数据安全、技术可靠的前提下，健全标准和

规范，实现社会成员在各种复杂交错的场景下持续接受

个性化驱动的培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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