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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面临异质社会思潮网络渗透技术不断升级、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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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１］青年意识形态

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

程，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战略性基础工程又恰巧与

“互联网＋”时代 的 新 宠 “大 数 据”相 遇。青 年 是

互联网空间的 “核心 原 住 民”，大 数 据 和 移 动 通 讯

给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新的变化，

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应将大数据技术嵌入高校

意识形态教育全过程，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注入时

代生机和创新活力。

一、大数据 时 代 青 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 的 内 涵 与

价值

美国 学 者 阿 尔 文·托 夫 勒 （Ａｌｖｉｎ·Ｔｏｆｆｌｅｒ）

最早提及并使用大数据 （Ｂｉｇ　Ｄａｔａ）一词。麦肯锡

公司则最早明确提出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引起了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渗透领域逐渐从计算机领域向

各学科领域蔓延。鉴于此，将大数据嵌入青年意识

形态教育的全过程，无疑是 “互联网＋”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一）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内涵

美国的麦肯锡公司、奥地利学者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格 （Ｖｉｋｔｏｒ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澳 大

利亚阿德莱德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等国外学者和智库，普

遍强调大数据 “体量大”“超出了常用软硬件环境

的处理能力”“改变了人类社会”等特征。国内学

者则从概念的广义和狭义、语义学标准、历史和价

值标准等对大数据概念进行界定。显然，学者们对

大数据概念的界定都带有定义者学科背景的烙印，

描述了大数据的特征，也分析了大数据给人类社会

带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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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具有 内 在 契 合 性。

所谓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指将大数据的

理念、技术和方法等嵌入青年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

教育和实践的全过程，促进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信息

的收集、实施、检验、评估、调解、研究等环节的

全面优化，实现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范式创新和成果

优化。这不仅是大数据时代对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提

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抓住国

家大数据战略实施契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创

新、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二）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

大数据可以把握现状、跟踪分析青年意识形态

教育的动态过程，量化检测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效

果，对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不言而喻。一是可

以把握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青年意识形态教

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教育过程和教育现状

的把握。受技术局限，以往学校对青年意识形态教

育效果的反馈和分析主要是通过小样本调查、问卷

分析或者经验推断。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

育身处 “信息海洋之 中”，可 以 对 全 体 数 据 进 行 收

集分析，实现 “从小抽样向大数据转变”。这 一 重

大转变，可以把握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为跟

进式教育和精准化服务提供科学的依据。二是可以

跟踪分析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动态过程。由于网络

具有内容生动有趣、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 “自

由言说”等特征，深受青年喜爱，青年网民规模日

益庞大。调查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国网民

规模达到７．７２亿，网民以１０－３９岁群体为主，占

整体网民的７３％。［２］可见，青年这一庞大的网民群

体的生活、学习和娱乐等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价

值观的形塑也深受网络影响。他们在互联网上看似

不经意 的 行 为，如 浏 览、点 赞、转 发、复 制、评

论、分享等，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收集、刷选、分

析计算后，可 以 把 握 其 行 为 遵 循 的 “共 同 幂 律 分

布”。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需要及时准确把握青年思想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及

时调整教育的方式和重点。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

进行汇总和分析，可以实时预测青年的思想动态和

行为特点，为青 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 活 动 提 供 数 据 支

撑。三是可以量化检测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效果。大

数据技术可 以 有 效 收 集 和 研 判 青 年 的 各 种 思 想 信

息、价值关涉和行为习惯，形成具体和完整的数据

链，实现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效果反馈和评估方式创

新。对青年价值关涉和行为习惯的分析，还可以调

整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力点，以青年喜闻乐见的

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二、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困境

互联网已成为青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消费和学

习方式。但互联网空间场域媒体把关人的缺失，使

纷繁复杂的异质社会思潮肆意传播。互联网一跃成

为青年意识形态教 育 的 最 大 “变 量”，稍 有 不 慎 就

可能失去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大

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科学，给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带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存在不可低估的困境。

（一）异质社会思潮网络渗透技术不断升级

所谓异质社会思潮网络渗透技术不断升级，指

西方国家凭借其互 联 网 “话 语 强 势”和 技 术 优 势，

以新媒体为媒介和渠道，以学术交流或文化传播为

幌子，通过塑造明星消费、宣扬普世价值、输出文

化产品、培植代理人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向

其他国家兜售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互

联网优势和较强的意识形态网络微传播能力。互联

网兴起兴盛于美国，并向世界拓展，而且当前网络

上英 语 的 使 用 率 高 达９４％［３］，这 种 明 显 的 网 络

“技术优势”和传播内容的 “话语强势”，可以确保

西方国家网络微传播内容和过程带有深深的意识形

态烙印。二是意 识 形 态 传 播 方 式 的 日 常 生 活 化 转

向。互联网时代，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意识形态直

接交锋的传播方式，用简单明快的生活化语言元素

进行包装，运用互联网技术对西方价值观进行图像

描述和模型建构，潜移默化地进行意识形态 渗 透，

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三是部分西方国家以 “人权

卫士”自居，鼓吹 “网络自由”和 “西方文明中心

论”，为渗透目标国提供 “翻墙”软件等技术支持。

部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人权标准等方面，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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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 重 标 准。一 方 面，通 过 恶 意 的 贸 易 壁 垒 设

置，极力限制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和网络传播，侵

害他国 网 络 自 由 权 利；另 一 方 面，又 以 “人 权 卫

士”自居，对他国正常的网络监管指手画脚、歪曲

抹黑、制造国际舆论。四是精心设置网络议题吸引

青年群体，促进异质社会思潮网络传播，消解主流

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西方国家通过巧妙的

网络议题设置，以 “戏说”“恶搞”“考证”“揭秘”

“还原”历史为手法，吸引青年网民的关注。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微传播能力不强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微传播能力，指运用移动智

能设备，通过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直播、微电

影等方式，向受众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展示和

宣传主流意识形态 “微内容”的能力。国内外敌对

势力常年利用网络微传播平台，向微平台用户推送

极具迷 惑 性 和 煽 动 性 的 信 息，蛊 惑 人 心、迷 惑 人

民，以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用心。相比

之下，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微传播能力 较 弱，

传播内容和表达方式往往以宏大叙事为主，传播方

式主要 是 单 向 度、中 心 架 构 式 的，存 在 “不 接 地

气”“自 说 自 话”现 象，难 以 吸 引 青 年 的 注 意 力。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主流意识形态

内容较为抽象，表达以宏大叙事为主，易使青年产

生疏离之感。目前，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内容普

遍存在生活气息不浓、趣味性不够、融入性不强等

问题，导致青年听不懂、没兴趣、不想听，逐渐对

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疏离之感。二是宣传教育方式的

现代感和吸引力不足。以红色文化为例，现有的红

色文化宣传展 示 方 式 往 往 是 依 托 一 张 床、一 个 橱

窗、几张图片等实现，难以生动有趣地讲述红色文

化所蕴含的 “前世今生”革命故事，更难以将其背

后丰富的革命思想传递给广大青年。三是自上而下

的单向度、“中心式”传播方式，致使主流意识形

态传播的互动 性 和 实 效 性 不 强。青 年 群 体 思 想 活

跃，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和舆论参与意识， “我

说你听”的单向度传播方式，缺少平等的互动和交

流，易引起青年的反感。因此，青年纷纷转向可以

“自由言说”的互联 网 微 空 间。但 是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在微传播领域却发声乏力，其教育传播方式仍集中

于召开会议、户外广告、开展活动等层面，缺失亲

切感人、吸引青年的内容和形式。

（三）青年网络行为数据获取和分析困难

所谓青年网络行为数据获取和分析困难，主要

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虽然青年网络言行

的数据量多面广，但囿于商业需求和技术保密等制

造的数据壁垒，数据获取较为困难。青年是网民和

微信用户的主体力量，几乎每天都活跃在互联网空

间，他们浏览信息、游戏社交、购物娱乐、点赞评

论、求职学习等网络活动无不内隐和外显着青年的

思维习惯和行为特点。大数据时代，青年所有的网

络活动都可以转变为数据，但这些庞大的数据信息

普遍被购物网站、新闻和社交网站、政府机构等掌

握，出于商业需求和技术保密的需要，意识形态教

育工作者往往难以获取这些关涉青年思维习惯和行

为特点的数据。另一方面，青年网络言行的数据不

仅量多面广，而且呈现碎片化、多样化、复杂化和

非结构化的特点。这些复杂的数据链具有内在关联

性，却又杂乱无章，造成了 复 杂 数 据 识 别、分 析、

整合困难。大数据时代，这些海量数据要进行精确

识别和有效提炼，需要一批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和

技术团队。当前大数据专业人才紧缺，精通大数据

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是凤毛麟角。这需要

学校培育一批精通大数据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为大数据时代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技术保

障和人才支撑。

三、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技术路径

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抓住机遇、直

面挑战，探索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

路径。

（一）树立大数据思维，提升青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队伍战斗力

大数据时代，做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关

键要引导青年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者跳出传统思

维定式，树立 “大数据思维”，遵循和把握意 识 形

态教育的 “微传播”规律，创新宣传教育的 思 路、

渠道和方法，着力提升宣传教育队伍的战斗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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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建设理想信念

坚定、网络技术本领过硬、理论水平高的党员领导

干部 “微传播”团队。塑造典型形象、进行榜样示

范教育，是提升意识形态认同度和优化宣传教育效

果的重要方式。二要着力培育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队

伍。高校是思想文化传承创新的主要场域，意识形

态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固本、铸魂工作。大数据

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重点抓好以教师和学生

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队伍建设。三要建

设专业网络传播团队。大数据时代的青年意识形态

传播教育，亟须既精通大数据技术又熟悉思想政治

教育的专业人才。为此，要加快培育专业的网络传

播教育队伍，不 断 提 升 妥 善 运 用 大 数 据 技 术 的 能

力，扎实开展青年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二）运用微传播方式，增强青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内容的吸引力

宏大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主流意识形

态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大数据时代，要增强青

年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情感认同，就必须运

用微传播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的主题和厚重

的思想以短小、灵活、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

来。一要创新话语内容的表达方式。高校要不断创

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传播叙事的手法和表现视

角，使其契合大数据时代青年的新期待。如， 《牵

妈妈的手》微 视 频 刷 屏 网 络，短 短 两 分 钟 的 微 视

频，习近平总书记吟诵 《游子吟》的声音和牵着母

亲散步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牵妈妈的手》以小

切口、大主题的表现手法和以具体人物形象为载体

的叙事方式，既传承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邃思

想，又生动有趣。二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凝练话

语内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思想震撼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文化血脉

支撑，而且还为 其 提 供 融 入 青 年 的 生 活 化 表 达 方

式，可以将蕴含深刻思想内涵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内容大众化、讲解通俗化，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三）善用大数据技术，加强青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议题设置力

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数据信息纷

繁复杂，需要善用大数据技术，打破数据壁垒，提

升数据信息的汇集、分析、研判、预警能力，将相

关数据信息 转 化 为 对 青 年 意 识 形 态 教 育 有 益 的 信

息。西方国家已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教育领域，且

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国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有

益经验，结合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现实困

境，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推进青年意识形态教育

工作。一要巧妙设置网络议题。按照 传 播 学 理 论，

虽然无法控制青年如何去思考，但可以通过对网络

“议题重要性的排 序 和 安 排”吸 引 青 年。二 要 善 用

网络推送技术。网络信息推送技术，是通过一定的

技术标准分析用户网络行为习惯，根据其需求过滤

信息并进行有效匹配和推送。大数据时代，要善用

网络推送技术，契合青年用户需求，将蕴含主流意

识形态深刻内涵的微视频、微电影、微故事等推送

给青年，提升主 流 意 识 形 态 传 播 的 覆 盖 面 和 精 准

性。三要完善大 数 据 信 息 安 全 和 隐 私 保 护 机 制 建

设。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当前大数据技术在教

育领域应用最大的风险。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大

数据技术攻关，对相关信息进行数据脱敏，保护个

人隐私，通过身份认证、数据隔离、细粒度访问控

制、加密技术等确保数据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强

大数据安全领域相关法律规范、制度监管和技术标

准建设，在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推动大数据在青年

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开放、共享和应用，有效增强国

家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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