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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质科技生产力赋能高校铸魂育人高质量发展通过新质数字技术驱动教育生态变革，

促使育人效果最大化。本研究以宏观政策为引领，结合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等方法，

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最后，通过对研究结果分析和总结，强调了新

质科技时代高校铸魂育人实践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提升铸魂育人效果的建议，以期为新质数字

时代高校铸魂育人带来思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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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播媒介不是纯粹被动的信息传输管道,而是一种活

跃的力量,是‘活生生的力的漩涡’，产生新的社会模式和新的

感知现实[1]。”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ChatGPT4.0技术的

深入发展，“新质数字技术”愈发成为驱动高校铸魂育人思

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

的革命性引领力量。铸魂育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新质科技生产力发展面前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高网络育人能力”“引

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2]”已经成为新质科技赋能高校

铸魂育人工作关注的时代命题。

本研究以数字时代学生个人信仰的培铸为切入点，从问

卷调查结果为视角，剖析当前高校铸魂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

与挑战，以期为高校铸魂育人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与建议。

1新质科技赋能高校铸魂育人外在表征

1.1像素与个人信仰共性

从专业划分而言，像素与个人信仰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因为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像素是数字图像技术中

的一个概念[3]，而个人信仰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涉及到

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然而，如果我们从

通识角度来看，像素与个人信仰或可视作人类创造与表达的

二元范式之一，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织，呈现出多层次

的社会文化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载体与表达方式。像素是组成数字图像的基本

构建块，是信息和技术的载体，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捕捉和再

现现实世界的图像，用于构建和传递视觉内容。而个人信仰

作为人类精神信念的体现，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通过行

为、言语和艺术等形式表达出来。两者都是人类文化和技术

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人类对处于当代社会之中的认知和理解。

二是构建现实与虚拟世界。像素通过组合形成数字图像，

构建了影像世界，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和再现。个人信仰塑

造了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通常反映了个人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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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影响个体如何解读并且与现实世界互动，

引导其在现实世界中做出行动和决策。

三是技术与信仰共同演进。像素是数字图像中的最小单

元，而个人信仰是构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本元素。高校铸魂

育人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学生个人信仰的“像素化”过程，

通过细微而精准的教育实践，引导学生建立坚定的个人信仰。

1.2信息爆炸与价值冲突

根据第 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

调查显示，截至 2023年 12 月底，我国近 11亿网民构成了

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高校大学生作为典型的“数字时代原

住民”，既遭遇信息爆炸、又面临学生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

流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多重挑战。

图 1 网民年龄结构（数据来源：CNNIC）

第一，信息价值观主体多元化。“信息价值观”是人们

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生产、信息分发和信息反馈互动的

实践活动中，对信息及其数字技术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价

值大小的立场与态度的评价总和，是对信息带来的价值及其

相关内容的基本观点和看法[4]。高校相同专业、班级组织和

社团群体对信息的需求和评价标准各持己见，这直接导致信

息价值观多样化，即信息价值观的主体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第二，信息价值观尺度动态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

着高校信息环境巨变，学生个人经验丰富，学生对信息价值

的判断和评价也会随之调整。这种价值判断的动态变化促使

评判信息价值观的尺度也随之变化。

第三，信息自由化与价值观冲突。高校的自由精神是其

办学的灵魂所在，没有自由精神的大学,只是一副空壳。只有

自由的思想才能为“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培养出具有强劲创

新能力的时代新人。因此，高校在新质数字时代实施铸魂育

人策略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力与信仰韧性，帮助

他们在信息洪流中锚定精神坐标，促进个人信仰与社会主流

价值的和谐共生，为构建稳定、健康、有活力的社会意识形

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2新质科技赋能高校铸魂育人的内在逻辑

在新质科技赋能的视阈下，高校铸魂育人的战略实施应

聚焦于两大核心路径的深度整合与优化。一是系统化建构

“大思政课”课程体系；二则需植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

性变革。

2.1国之铸魂理论先行

新质科技赋能高校铸魂实践要以思政课为主导。习近平

对学校思政课建设曾作出重要指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

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5]”。同时，辅以课程思政——

“大思政课”体系建设。2022年 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把“大思政

课”摆在数智教育的突出位置[6]。新质科技赋能高校学生信

仰建设应当利用新质数字技术的广泛覆盖和深入影响，通过

创新教育模式和内容，强化网络空间的正面引导，以培育学

生坚定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2校之育人实践所求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3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党中央依靠新质科技驱

动产业革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决心与策略布局。发

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培养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即

“新质人才”，为新质科技生产提供强大智力支持[7]，而新

质人才的培养，要以个人信仰为核心动力。

3新质科技赋能高校铸魂育人实践调查

3.1调查设计

该研究从西安某高校 2023级非思政专业的本科生中随

机抽取 35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该研究主要以问卷形式进

行调查,并对一些教师及学生进行了访谈、讨论和课堂观察,

以确保材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①文献资料法。②问卷调查

法。共发放 340份问卷,回收 336份,有效问卷 311份,有效率

约为 92.6%。问卷基于 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成果文件——

《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内容共设计了 17个题目，采用

拟合优度检验，信度检验，查验数据真实性。④数据统计法。

收集数据后,利用 SPSSAU进行处理,分析频数和信度,并通过

Cronbach 信度分析检验学生对高校铸魂育人实践现状回答

是否准确可靠(α=0.924)。最后通过数据结论分析其原因并提

出相应对策。

3.2数据分析

3.2.1数字赋能高校铸魂育人实践分析

在新质科技生产力引领下，高校铸魂育人实践活动通过

多维度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个人信仰产生积极的影响。针

对各选项选择比例分布是否均匀,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

行分析。从表 1 可知，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性

(chi=205.023，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

显差异性，可通过各活动响应率或普及率具体对比差异性。

具体来看，在线学习课程，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共 3项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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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率和普及率明显较高。

表 1 高校数字化铸魂育人实践活动（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

表格

活动
响应

普及率（n=326）
n 响应率

在线学习课程 205 29.29% 62.88%

社团活动 164 23.43% 50.31%
志愿服务 155 22.14% 47.55%
科研项目 72 10.29% 22.09%
创业比赛 84 12.00% 25.77%

其他（请说明） 20 2.86% 6.13%

汇总 700 100% 214.72%
拟合优度检验：χ2=205.023 p=0.000

3.2.2数字赋能铸魂育人评价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超过 70%的学生认为数字化技术对高校

铸魂育人有一般到较大的作用，其中有 19.63%的学生认为数

字化技术十分有用，显示出数字化技术在高校教育中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高校在数字化铸魂育人方面应该继续加大投

入成本。

表 2 部分评价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您认为数字化

技术对高校铸

魂育人的作用

是?

完全没有

作用
20 6.13 6.13

不太大 30 9.20 15.34

一般 111 34.05 49.39

较大 101 30.98 80.37

十分有用 64 19.63 100.00

您认为高校

（本校）在数

字化铸魂育人

方面投入成本

如何？

非常高 40 12.27 12.27

高 93 28.53 40.80

一般 165 50.61 91.41

低 13 3.99 95.40

非常低 15 4.60 100.00

合计 326 100.0 100.0
4结论与建议

“青年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基于对当

前高校数字赋能铸魂育人实践活动的现状调查与存在问题

剖析，如何建立和发展学生个人信仰，为新质生产力培养具

有坚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理想信念的新质人才，需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价值引导与心理成长。通过数字化

手段传播正能量，开展道德教育、生命教育、责任教育等，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其形

成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促进全面成长；第二，批判精神与

创新能力，一个积极向上的信仰体系能够促进学生形成敢于

创新、乐于接受挑战的心态，这些都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

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第三，终身学习的态度。学生如果拥有

基于信仰的终身学习信念，认为学习是一种内在需求而非外

在强加的任务，将更有可能主动适应新技术、新知识，保持

个人技能的前沿性，从而直接参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创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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