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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环。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教育未来发展的数字化行动纲领，数字赋能大学

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丰富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吸引力；优化教育空间。目前，数字

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着技术理性僭越教育的价值理性、数字鸿沟扩大教育的

不平等、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等风险，需妥善防控并应对。应在精准画像，

对应学生个性化需求、整合资源，构建一体式学习平台、创新形式，以沉浸体验“活”化教育

等发面发力，推动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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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compasse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s a pivotal compon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lined a digital action agenda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in the educ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college students helps to enrich educational resources, enhance the appeal of education, and optimize
educational spaces. However, this process faces risks such as the overemphasis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over educational value rationality, the widening digital divide exacerbat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undermining confidence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se risks need to be
properly prevented and addressed.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reas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tilizing precision profiling to meet students' personalized needs,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learning platform, and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thods to "vitalize"
education through immersive experiences.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College student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明确了教育未来发

展的数字化行动纲领。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在 2023 年工

作要点中明确提到，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坚持边建边

用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

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源泉。以

教育的方式来传承中华文脉、永续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

华民族的历史传统。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

数字化已经成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全新赛道。

充分认识数字赋能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数字赋能的时代价

值，厘清数字赋能的潜在风险并妥善防范，广泛找寻数字赋

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现路径，将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注入全面革新的活力。

一、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

值意蕴

传统形式下的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起步较早，

在历经“形成-纠葛-转向-创新”等阶段后，如今已经走向“系

统化、长效化、制度化”。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现代构建与教育实践不断推进，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关注度持续上升。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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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实语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呈现疲软与动力不

足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

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既迎合了国家政策部署下的环境变化，又在

丰富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影响力、优化教育空间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丰富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

数字技术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弥

补了教育资源有限的不足。数字化技术使海量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得以搜集、整合和共享，消除了空间、时间和学科

类型等限制，使得教育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

有效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这一进程包括

将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与现代数字技术融合，创

造出更为丰富、互动性更强的教育内容，使之更贴近学生实

际需求和学习习惯。借助数字技术，我们能扩大优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覆盖范围，开发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并更好地从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

学生活动中心等获取各类资源，实现学校、家庭、社区和社

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二）有助于提升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吸引力

当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以具

身沉浸的开放式、立体式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单一线性教学和平面叙事的束缚。它促使学习者能

够积极主动地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通过真实身

体数字延伸的认知沉浸感提升学习体验，进一步拉近了教育

内容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在沉浸体验中，教育对象能够产生

情感共鸣，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感染力和吸

引力，凝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思想共识。

（三）有助于优化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空间

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突

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随地、随需”式学习。无论是在

校园、家庭还是社区，学生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信息和资源，进而深化对文化

传统的认知和理解。此外，数字空间的协同创新消解了数字

孤岛现象的困扰。高校内部的数字技术打通了课堂教学、校

园教育和媒体传播之间的界限，扩展了教育空间的全方位联

动，实现了协同发展的成果。[2]

二、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风

险与防范

（一）技术理性僭越教育的价值理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其作为行而下的

“器”，不断崇高化自身地位，带来了数字成瘾、技术至上

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根

基。

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焕发教育生

机与活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数字技术不断创变成熟的重要途

径，因此在赋能过程中应找寻技术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之间

的合理张力。一方面，只有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人

文性、情感性和主体性，从大学生的需求出发，呼应大学生

的文化情感共鸣，追求人文价值，才能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在数字赋能下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在

科学的数字技术观的指导下，用好数字技术，才能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数字鸿沟扩大教育的不平等

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运用虽然大大缩小了文化鸿

沟，但累计不平等造成的数字鸿沟仍然深深影响着大学生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参与。高速网络与数字设备是开展数

字教育的先决条件，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不均衡、数字

及网络资源分布不均匀，加上来自薄弱家庭背景的学生对数

字化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足，数字鸿沟被进一步加剧，阻碍了

竞争性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呈现出数字化时代新的不平等

现象。

这种数字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中的教育不平等。因此，需

全面考虑学生的经济状况、网络环境和个体差异，在制定相

应政策和措施时，确保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应用尽可能为所有

学生提供公正、平等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一方面，政府和学

校应该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学生提供相应的

资金支持，为其提供数字化教育所需的设备和网络资源。另

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机构有责任在基础数字设施建设方面进

行投资，以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计算机设备的普及程度[2]。

同时，要积极提供数字素养培训，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数字技

术的使用和应用，提高数字技能。

（三）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近年来，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试图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的领导地位，数字自由、“普世价值”等多元文化在网络意

识形态领域重新兴起。互联网使得各种话语体系存在于同一

空间，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话语体系在不断更新的同

时，也夹杂着不少消极话语。[3]西方任意编制符合其意识形

态规则的数据库，并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将各种社会思潮传

输到我国。尤其借助软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来贬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削弱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要防止数字技术本身携带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就急需建

立起自主的技术体系，旗帜鲜明地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做长

期防范和斗争，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并占据思想传播的制高

点。与此同时，要加大我国话语体系的传播强度，增强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抗外来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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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文化，在国内外建设起强有力的文化网络，在不断增强大

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数字赋能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

现路径

（一）精准画像，对应学生个性化需求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精准画像，能

够了解学生“在干什么”、“想要什么”，可以为其量身定

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学习路径，使学生能够按

照自己的喜好和节奏进行学习，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首先，在施教前明确需求。施教前，教育者在确保学生

的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收集学生的个人背景信

息、兴趣爱好、学习特点等数据，结合相关算法和模型，将

学生的特征进行分类和分析，得出学生的个性化画像。其次，

在施教中灵活运用。根据学生画像和需求分析结果，利用算

法为学生推荐个性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资源，针对不

同层次和领域的学生提供多样的学习选择。最后，在施教后

妥善反馈。利用学习管理系统和在线学习平台的反馈机制，

与学生保持密切沟通和反馈，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体验，收

集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不断优化和改进个性化教学设计，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数字化赋能工作。

（二）整合资源，构建一体式学习平台

传统模式下的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

教育者在课堂中的讲授来实现，教育内容和教育空间存在部

分局限。而在算法驱动的推送机制下，大学生的观点和见解

被局限在网络环境所构建的“信息茧房”内，导致大学生通

过互联网接触和了解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是分散和

不成体系的。因此只有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整合多方教育主

体的资源，形成教育的合力，才能妥善应对新旧两种模式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不足以及不成体系的问题，促使

教育往纵深式发展。

高校应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建成校际联动集群，建立课

上课下、网上网下、校内校外的大思政视域下数字赋能高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工作联动机制，联动各高校和社会

各界，积极搭建一个集资源共享、在线互动、网络宣传等为

一体的一体式学习平台。以“教育方向步调一致”、“教育

内容取长补短”、“教育过程环环相扣”助力平台建设，形

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域育人的格局，实现数字赋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提质。

（三）创新形式，以沉浸体验“活”化教育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思想和意

识形态的滋养，这种隐性的思想若只靠简单地授课，往往只

会浮于表面。就大学生这个受教育群体而言，他们普遍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距离自己比较遥远，缺乏代入感和时代

感，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应通过相近的文化组合、生动的

文化演绎，使大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遥

远到眼前、从生硬到鲜活、从肤浅空泛到深刻领会的系列转

变，从而进一步丰富文化价值[4]。

2022年 7月 25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文件明确指出要组织开展

多样化的实践教学，积极研发成本适宜的虚拟仿真教学资

源。虚拟仿真技术运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以沉

浸式体验践行“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引导大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更真切的体会和认同。我们可以通过应用虚

拟现实技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以可视化、形

象化和立体化的方式呈现，巧妙地结合音频、视频、动画和

图片等互动性强的现代媒体元素，激活文化形式，使大学生

更直观、生动从根源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有更深刻

的认识，并与外来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

理解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将其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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