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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 ①

陈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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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在大数据背景下遇到了机遇和挑战．利用大数据４Ｖｓ模型分析法，探究大数据对高校网络思
想教育的影响机理，基于大数据背景构建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绩效的框架，提出加强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思想教育人才队

伍建设、搭建教育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和建立受教育者的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议，从而全面提升新时期高校的网络思想教育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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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大学开展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建国之
初，教育部就提出在全国高等学校设立政治辅导员，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的指导．这一中国
特色的教育制度，贯穿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

义接班人．进入２１世纪，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教育工作．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６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至８日，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显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利用大数
据所隐含的信息，提高和改进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通过对大数据处理和
分析，为高等学校提高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管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６
通信作者：陈亚敏（１９８２－），女，福建泉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５５１１４４９２＠ｑｑ．ｃｏｍ



第２期 陈亚敏：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

践理论和参考价值．

１　大数据的特征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日益方便、密切和频繁，交

往的痕迹以各式各样的信息被留存下来，这些信息以海量的数据出现，即大数据．大数据所隐含的潜在价
值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关于大数据的定义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１］．早在２００１年，ＭＥＴＡ集团的分析师
Ｌａｎｅｙ认为，将数据增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体现在数量的增加（Ｖｏｌｕｍｅ）、速度的加快（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和种类的
繁多（Ｖａｒｉｅｔｙ）［２］，即通常所谓的３Ｖｓ模型来描述大数据［３］．此后，潜在大数据中的商业价值的开发和利用
越来越受到学者和相关机构的重视和关注．国际数据公司（ＩＤＣ）在大数据的既有特征上加上“巨大的价值
（Ｖａｌｕｅ）”这一特征，将大数据的特征总结为４Ｖｓ，并对每个特征重新进行定义．Ｖｏｌｕｍｅ表示数据体量浩大，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表示数据生成快速，Ｖａｒｉｅｔｙ表示数据模态繁多，Ｖａｌｕｅ表示数据潜在价值巨大但密度很低．从大数
据的定义可以推导，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如何开发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即如何将“一大堆数据”演

变成真正有意义的“大数据”［４］．

图１　大数据的４Ｖｓ特征分析框架

２　大数据影响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机理
２．１　大数据提高师生对网络思想教育认识的科学性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师生是大数据的生产者和消费者［５］，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存在交集．在大数据生产
领域，包括社交网络、移动数据、金融消费、Ｗｅｂ数据、多媒体和物联网等领域．通过微信或 ＱＱ、移动电话、
新闻网站、视频网站和传感网等媒介生产大量数据，既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世界的映射，即“镜像化生

存”［６］．这些大数据隐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对大数据的存储收集、分类整理、数据挖掘和
数据分析，能促进师生对网络思想教育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和更加科学．

表１　高校师生典型大数据应用及特征

应用 实例 用户数量 反应时间 数据规模 可靠性 准确性

社交网络 微信ＱＱ 很大 快 ＰＢ 高 高

移动数据 移动电话 很大 快 ＴＢ 高 高

金融消费 电子商务 大 非常快 ＧＢ 很高 很高

Ｗｅｂ数据 新闻网站 很大 快 ＰＢ 高 高

多媒体 视频网站 很大 快 ＰＢ 高 适中

物联网 传感网 大 快 ＴＢ 高 高

　　　注：１ＺＢ＝１０２４ＥＢ，１ＥＢ＝１０２４ＰＢ，１ＰＢ＝１０２４ＴＢ，１ＴＢ＝１０２４ＧＢ．

２．２　大数据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实证性、前瞻性和针对性
大数据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计调查方式，纠正了传统实证方法的缺陷［７］，大数据依靠强大的信息生

成能力和运算能力，使得人们对自身的各种活动进行科学地定量分析，克服传统中国文化中理智思维能力

的不足，有利于提升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证性．传统的统计分析基于数据可得性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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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的限制，往往采取抽样的办法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偏差，而大数据为实证分析提供全样

本，借助强大的运算工具，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因抽样不同而发生变化，保证结论可以反复实证．传统的统计
分析需要一定数量的样本容量，也就是要等到事情发生且成长到一定规模，才能采集到足够的数据进行相

关研究，对新生事物不敏感．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个体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产生的生活痕迹所产生的海
量数据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论进行早期干预，使得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更具有前瞻性．同时，大数据时代既
产生总体的海量数据，也产生个体的海量数据，我们可以依赖这些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个体和总体的

差异，个体与个体的差异，从而让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２．３　大数据强化了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责任

大数据４Ｖｓ特征中最重要的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这就意味着：谁拥有数据，谁就拥有话语权［８］．在全
球化和互联网的今天，如何巩固我国网络思想教育中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心

地位，如何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是思想教育工作所关注的现实问

题［９］，如何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是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传统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灌输论”思

想在大数据时代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一切信息都以数据形式出现和表达．２０１２年美国政府
率先做出了“提出大数据研究与开发提案”，明确指出要在教育领域提升大数据开发与运用能力，深入挖

掘大数据的社会价值，寻求发展网络教育的新思路和新路径［１０］．由此可以看出，已经进入一个“数据驱动
学校，分析变革教育”的大数据时代［１１］．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找到机会发现每个大学生的
真实学习情况，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个性化的教育资源，全面提升网络思想教育的绩效，不断实现教育

公平［１２］．

３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框架的构建
３．１　高校网络思想教育逻辑框架

大数据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将大数据融合到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中构建一个

新的体系，首先要更多的关注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和学生的独特性，以相关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个性化思

维来开展工作；其次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数据的工作效能．在这２项前提下，对现有体系加以整合、完
善，构建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逻辑框架（见图２）．

图２　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逻辑框架

３．２　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大数据平台框架
当前的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体系，涵盖了多个系统，如网络思想教育课的网络课程教育系统、教务

处的选课系统、党校的在线学习系统、学校和各学院的官微系统、团委的志愿服务系统、辅导员的个人思政

教育系统等．同时，高校校园管理中还有一些其他系统，如图书馆借阅系统、进出宿舍门禁系统、食堂就餐
刷卡系统、校园卡消费系统等．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教育逻辑框架，建立一个校内的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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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见图３），以此平台为核心，进行系统整合，即可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预测学生思想
动态，开展网络思想教育工作．

图３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平台框架

３．３　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反馈机制的构建
平台是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载体，其核心为思想教育的反馈机制的构建（见图４）．

图４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新体系工作机制

从图４可见：
１）以学生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是反馈机制的主要目标．具体可以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一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运用技术对学生的网络在线学习和日常网络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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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关注其课堂参与度、话题关注度、图书馆借阅数据等内容，深入分析其思想行为特征，从而为其

定制一套符合个性的学习策略，引导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成长；二是筛选出高于或低于限定值的学生信息，

如门禁信息、消费信息、上网行为信息等，防患于未然；三是通过反馈大数据平台的分析结果，促使执行系

统工作人员采取行动，真正将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覆盖到所有学生，并为所有学生提供定制课程、定制

咨询、定制辅导、定制资助、定制就业等个性定制服务等．
２）构建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教育管理人员队伍是关键．在大数据平台服务中心，专业课程教师队伍和日

常管理服务队伍可进行前所未有的沟通和交流，互相借鉴好的经验，并共同致力于整合后的新体系建设．
因此需要对大数据平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专业课程教师队伍和日常管理服务队伍进行系统培

训，使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形成大数据的思维、掌握大数据的技术，并娴熟的运用于工

作中．

４　结论
大数据时代给我国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机遇．在高校开展的

如火如荼的“双一流建设”中，大数据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借助大数据提供的机遇，深挖大数据背后
所隐藏的各种价值，做到精准发力，发现自身特长，补齐短板，将网络思想教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通过对

大数据的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受教育者的真实学习状况，改进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全面提升网络思想

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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