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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决定人的现实生活，而是人在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

础的现实生活中生成了意识，其中当然包括历史观的生

成。因此，要培育社会大众形成大历史观，必然要立足

于人们当下的生活样态。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主要依托的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人

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造人主观世界的路径必然

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否则就脱离了实际。

（一）大历史观培育载体可视化运用

这是一个视觉的时代，无数夺人眼球的图像、视频

通过各类数字化平台吸引着大众的目光，让徜徉在视觉

海洋的人们静下心来读一篇长文已非常困难。有学者指

出，“人们能更好地记住10%的听到的东西，30%的读到

的东西，但是却可以记住80%的看到的东西。”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知人们

何为真善美、何为假丑恶，强调要善于运用各类各式的

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

想政治教育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与其他载体综合运用，

通过可视化的图片、视频的数字传播，可以提升大历史

观培育的有效性。

在 数 字 文 明 时 代 来 临 之 前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者 主 要

依托语言文字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管理载体、

传媒载体等培育教育对象的历史观。数字文明时代的来

临，不是要否定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而是通过载体

的综合运用，为上述载体赋能。基于算法技术赋能的网

络载体是传统网络载体的新形态，可以与其他载体有机

结合，发挥更好的教育作用。例如，高校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阵地，既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也肩负着向全社会传播先进科学思想文化的重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在短视频平台开通官方账

户，除了发布日常资讯，还利用图片、视频形式宣传主

流意识形态，其中不乏大历史培育的内容，高校短视频

平台就是网络载体与语言文字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

体等载体的综合运用。更重要的是，短视频平台利用算

法技术，分析网络用户的思想现状，将大历史观培育的

内容精准推送给网络用户，尤其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

点对象的青少年群体。除了网络可视化资源，现实世界

中包括绘画、雕塑、博物馆等在内的文化载体也是大历

史观培育的可视化资源，雄伟的历史纪念场馆和精湛的

艺术作品背后所表达的历史观念通过视觉化的形式直达

人内心。

未来，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大历史观培育载体的可

视化运用要朝着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提升官方数字化平

台的算法水平，官方数字化平台是非营利性的，政治站

位和内容质量高，利用算法技术提升覆盖面和精准度，

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二是要建立健全商业数字化平台

的监管和承担社会责任制度，保证商业数字化平台在从

事经营活动的同时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三是运用虚拟

现实等数字技术大力传播现实世界的可视化资源，让更

多的大众通过智能设备更便捷地感受艺术作品和线下场

馆的魅力。可以预见，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成熟，人们

有机会在虚拟现实中“亲身经历”重大的历史时刻，为

大历史观培育提供新型载体。

（二）大历史观培育生态智能化构建

党 政 工 团 组 织 和 全 社 会 专 兼 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队 伍

将数字技术全面运用于大历史观培育，必将形成大历史

观培育的智能化生态。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全员

参与的特点，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党政负责、党政工团

齐抓共管、专兼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为骨干的大思政格

局，这一格局为大历史观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 数 字 文 明 时 代 来 临 之 前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队 伍 直

接对社会大众实施教育的机会有限，社会大众只有通过

主动关注官方传媒，参与官方组织的主题教育活动等方

式，才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教育，大历史观培育

很难形成完整生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党政工团

组织和全社会的专兼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形成基于数字

技术的智能化大历史观培育生态提供了可能。一个完整

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思想信息收集与分析、思想政

治教育决策、实施和反馈等环节，思想信息是贯穿教育

全过程的关键因素。

在 数 字 时 代 ， 社 会 各 阶 层 的 思 想 状 况 能 够 更 加 便

捷、精确地通过各类数字化平台收集，思想信息按照权

限传递给不同的抉择主体， 可以大幅提升决策效率和准

确性。尤其是在重大历史纪念日、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

的时点，人们的历史观极易受到影响，对舆情的实时掌

控尤为重要。决策主体完成决策之后，需要教育主体在

实施过程中实时反馈，调整、修改决策，这一过程就更

加需要将不断生成的思想信息源源不断地分级、分类反

馈给决策主体，形成动态决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 历 史 观 培 育 生 态 智 能 化 构 建 要 着 力 构 建 信 息 治 理 体

系，在党的领导下，打破政府内部、行业内部、政府与

行业之间的“数字孤岛”，通过制度建设理清不同培育

主体的角色，建立不同环节中培育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信息传递机制。

（三）大历史观培育过程个性化驱动

社会大众在接受学校教育阶段，以理论教育为主，

实践教育为辅，重在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