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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海量的数
据信息随之产生，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各个行业的变革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深刻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
因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教育行业的影响最为深远，为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机遇和挑战。思想政治教育
与管理工作作为直接以人的思想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形式，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极为深刻，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与管理的主阵地，更是承担着新时期人才思想动态管理的主要责任。与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能够更加充
分地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动态予以掌握，以便更高效地引导与管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因此，合理看待现代科
技对思政教育与管理工作的影响，并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推进思政教育与管理工作顺应社会与时代的发
展，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重要趋向。

由梅茹老师所著，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化研究》一书便向我们深
入分析了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及融合关系，并从教育方法、模式、资源及实践等方面探究了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化路径。以期优化调整我国大数据融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

全书内容紧密，逻辑清晰，共分为六个章节，内容涉及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影响与优化方式。
第一章内容主要通过分析大数据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作特征来阐述二者的深刻内涵。第二章论述
了大数据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作者在该部分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出发，分析了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影响，阐述了二者融合优化的必要性，并具体剖析了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第三章至第六章从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方法、教育模
式、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实践四个视角探究其优化路径，具体化地阐述了优化方法。

尽管全书行文以大数据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优化为核心，但对于大数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影响也有所阐述，这为研究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
鉴价值。

现代科技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从积极方面而论，现代科技对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管理方式、管理人员以及管理监督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拓宽并
革新了思想政治管理方式的渠道，管理不必局限于课堂的教学，依托于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管理活动均可得以落
实；其次，高校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直接落实人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其与学生的沟通交往提供了多元化
的可能，有利于改变传统中高校教师单向管理模式，促进管理的动态化、多向化；再者，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
作存在推进大于监督的弊端，使得管理落实的过程中易出现纰漏与减损，而现代化技术手段能够更加及时地对管
理工作进行监督，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高效完成。而除上述积极影响外，困难挑战也同时存在，如数据
信息资源的海量与信息环境的突变，均会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提出相应的制度与实施要求，管理工作需与
时俱进方能适应日益革新的时代发展。

整体而言，该书能够全面深入地分析当前数据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现状与发展，剖析了大数据等现
代科技手段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带来的影响，并具体化地提出未来的优化方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内
容专业，全面详实，为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是一本值得有关管理及从业人员阅
读学习的优质书籍。

(孙景，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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