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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sector, particular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s begun to leverage this technological means for precise manage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s futur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nation, college students &#039;ideological dynamics directly impact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thoroughly analyzing students&#039; ideological trends, understanding their 
changes in thought during daily study and life, and promptly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orts have 
become crucial tasks i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explores how to conduct 
real-tim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039;ideological trends using big data methods and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039; ideological trends can be achieved, ma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e 
scientific	and	precise,	thereby	enhancing	its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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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生思想动态分析与思政教育精准施策
孟丽娟

三亚学院，中国·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校思政教育开始逐步借助这一技术手段进行精准化管理和施策。高
校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思想动态直接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未来。因此，深入分析学生思想动态，
了解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思政教育工作，已成为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大数
据分析技术，探讨了如何通过大数据手段对高校学生思想动态进行实时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实施思政教育的精准施策。
研究表明，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使思政教育更加科学、精准，提高
其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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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技术逐渐

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领域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简称“思

政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也受到了这一技术的深刻影响。传

统的思政教育工作更多依赖于人工经验和定期的问卷调查，

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但由于信息采集

周期长、手段单一，导致获取的信息具有滞后性和片面性。

这种状况使得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难以精准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突

破口。大数据技术通过从多种渠道（如学习数据、社交媒体、

课堂互动数据等）收集学生的行为数据和思想信息，能够实

时动态地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而指导思政教育工作。借

助大数据的优势，高校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思想需求，实施

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思政教育策略，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实

效性和针对性。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高校学生的思想

动态进行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设计和施行精准的思政教育

策略。通过分析学生思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结合大数据分

析的实践路径，提出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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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如何将这些思路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2 基于大数据的学生思想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2.1 大数据的定义与特点
大数据是指在常规的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无法高效处理

的情况下，能够通过特定工具和技术进行存储、分析和应用

的数据集合。大数据的核心特点包括数据量大、类型多样、

处理速度快和价值密度低。其数据来源广泛，涵盖了社交媒

体、校园管理系统、电子学习平台等多个渠道。因此，大数

据不仅仅是对传统数据的扩展，它更强调如何通过高效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挖掘数据中的价值信息。

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校思政教育中，大数据技术的

应用使得学校能够更加全面和精细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学生在课外活动、社交网络上的言论，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

理解，以及情感态度的变化，都能够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进行监测和评估 [1]。

2.2 学生思想动态的定义与分析
学生思想动态指的是学生在一定时期内的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思想动态是复杂多样的，

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既包括社会环境、政治风向等宏

观因素，也包括个体成长、家庭教育、同伴影响等微观因素。

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快速发展的阶段，

他们的思想动态常常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变化、对国家

政策的理解态度变化、对学习生活的积极性与情感波动等。

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思想动态，能够通过收集和

分析学生在校园内外的各种行为数据（如课堂参与、社交媒

体互动、学习成绩、活动参与等）来绘制学生思想状态的全

景图。这一分析结果能够帮助学校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需求

与困惑，及时调整思政教育策略，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思想引

导和价值塑造。

2.3 大数据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传统的思政教育往往依赖于师生面对面的互动和反

馈，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反馈周期过长、教学内容与学生需

求不匹配等问题。而通过大数据技术，学校能够实时了解学

生的思想动态，甚至预测学生未来的思想变化趋势。这种数

据驱动的教学模式，能够使思政教育更加科学化、精准化，

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符合其实际思想需求的教育服务。

3 大数据在高校学生思想动态分析中的应用

3.1 数据来源的多样化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学生思想动态的分析提供了广泛

的数据来源。主要的数据来源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学业数据：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提

交情况等，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认知能力和

情感状态。

社交媒体数据：通过分析学生在社交平台（如微博、

微信、QQ 等）上的言论和互动情况，学校可以掌握学生对

社会热点事件、政治问题的态度，以及其情感变化和价值

倾向。

课外活动数据：通过学生参与各种课外活动的数据，

包括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社团活动等，能够反映学生的兴

趣爱好、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情感分析数据：通过语音、文字等数据的情感分析，

能够帮助教师理解学生的情感波动和心理状态，进而进行有

针对性的思想工作。

3.2 思想动态分析的技术手段
基于以上数据来源，学校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对学

生思想动态进行分析：

数据挖掘与预测分析：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学校能够

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潜在的规律和趋势，分析学生思想动

态的变化，预测其可能的思想走向。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

学习成绩与课堂参与度之间的关系，预测学生在某些社会事

件中的立场变化。

情感分析技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在社交

平台上发表的文字进行情感分析，识别其情感倾向（如喜怒

哀乐）和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帮助思政教育者及时发现学生

的情感波动，并做出响应。

社交网络分析：通过分析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关

系，挖掘其价值观的传播路径。通过分析学生群体的社交圈

子，可以了解其受同龄人、网络舆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为

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3.3 精准施策的实现路径
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学校可以实施更加精准和个性

化的思政教育策略。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个性化教育方案：根据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感状态，

制定个性化的思政教育计划。例如，对于某些情感低落或思

想波动较大的学生，可以通过心理辅导、专题讲座等形式进

行有针对性的引导。

针对性主题教育：根据学生群体的思想倾向，开展具

有针对性的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学生关心

的社会问题或热点事件，设计与之相关的思政教育内容，提

升教育的时效性和吸引力。

实时互动与反馈机制：借助数据分析结果，学校可以

建立实时的互动与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的变化，并

根据反馈调整教育内容和方法，确保思政教育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

4 实践中的挑战与展望

4.1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尽管大数据为学生思想动态分析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但在数据采集和使用过程中，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不容

忽视。大数据技术所依赖的数据来源广泛，涉及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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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记录、社交媒体互动、日常行为等多个层面，这些数据包

含了学生的个人信息、行为模式和思想倾向，若处理不当，

可能导致学生隐私泄露或数据滥用。例如，学生在社交平台

上发表的言论和互动，若被不当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其个

人隐私和敏感信息，甚至会影响其日后就业和社会交往。因

此，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

生思想动态，成为了高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

的问题 [2]。

为了有效解决数据隐私问题，学校应当采取严格的数

据管理措施，确保所有收集的数据都符合隐私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规，避免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使用。首先，学校可以

实施数据匿名化处理，将学生的身份信息与思想数据分离，

确保分析过程不会泄露学生的真实身份。其次，学校应当建

立严格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只有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涉及

学生个人数据的分析结果。同时，还应定期对数据存储和传

输过程进行安全审计，确保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安全

性。最后，建立学生知情同意的机制，确保学生在知晓数据

采集目的、范围及使用方式的情况下，作出同意或拒绝的决

定 [3]。

4.2 教师的技术适应性
教师在使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思想动态时，需要具

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这不仅仅是对教师个人素质的要求，更

是整个高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大数据分析

技术的应用要求教师不仅具备学科教学能力，还需掌握一定

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工具，才能在实际教学中有效利用数据。

因此，加强教师的技术培训，提升其信息化素养，成为高校

推进大数据应用的基础性工作。

首先，教师应当具备对大数据技术的基本理解，包括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过程的基本知识。其次，

教师需要掌握具体的数据分析工具和软件，如统计分析工

具、数据可视化平台等，帮助其在日常教学中利用数据做出

有效决策。例如，在分析学生思想动态时，教师应能通过大

数据平台获取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心理状态数据等，进而

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此外，教师还需具备一定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能够从大量的学生数据中辨识出潜在的有价值的

信息，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技术的自动化结果。

4.3 教育理念与技术的结合
大数据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

教育理念的转变和创新同样重要。尽管技术的引入为教育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高效，但教育本质上依然是人的思

想教育和价值观的培养。因此，教育理念的转变应当与技术

的应用相辅相成，推动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创新。特别是在思

政教育中，教育者应当关注如何通过数据的分析与技术的手

段，更好地服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

大数据的引入使得思政教育可以从传统的、以教师为

中心的灌输式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精准化教

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思

想动态的引导者。通过对学生思想和行为数据的深度分析，

教师能够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思想状况，及时掌握其心理变

化，进而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

这种个性化的思政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还

能激发其参与社会实践、传递正能量的主动性 [4]。

5 结语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思政教育的精准施策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高校能够更全面、

实时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而制定科学、有效的教育策

略，提升思政教育的精准性和实效性。通过数据分析，思政

教育不仅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还能够深度挖掘其思想

和情感的变化趋势，从而为每一位学生制定量身定制的教育

方案。

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隐私保护、

教师技术适应性和教育理念的创新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何

在保障学生隐私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如何提升教

师的技术能力和信息化素养、如何在教育过程中始终保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随着技术

和理念的不断发展，数智化思政教育将更加精准、高效，并

在塑造学生全面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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