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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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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体验、教学生态、教学路向

上表现出独享—共享、浸育—精育、沉寂—沉浸、线性—嵌套、交斥—交互的嬗变表征。究其原因，其实质

是时代外力、博弈抗力、发展引力、教育动力“四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运用数字

泛在“赋能”、智能画像“赋值”、数字孪生“赋活”、文本超链“赋源”、人机智联“赋变”，共同打造群策群力的

共享课堂、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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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Response of Digital Narrativ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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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es its transform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aching concepts， teaching models， teaching 
experiences， teaching ecosystem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which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shifts from exclusivity to 
sharing， from immersion to precision， from passivity to engagement， from linearity to nesting， and from conflict to 
interaction. The essence of these changes lies in the interplay of the following four forces： the external impetus of the age， 
the resistance of competition， the attra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nges， 
instructo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expected to leverage ubiquit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empower"， 
intelligent portrait to "add value"， digital twins to "revitalize"， hyperlinked texts to "enrich source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o "transform". Collaboratively， these efforts aim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shared， a targeted precise， an 
emotionally embedded immersive， a cross‑media integrated memory， and a dynamic and engaging practical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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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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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画像、

虚拟现实技术等的普及，具备非线性、交互性、

共享性、精准性、沉浸性等特征的数智技术与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叙事教学出

现耦合的新生态，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应势而

生。事实上，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早期预言

的数字化生存概念，到数字叙事理论的研究，国

外关于数字叙事的研究已开展多年。玛丽劳

尔·瑞安通过对叙事性与虚拟性、叙事的感性与

智性体验、叙事与互动、叙事与媒介等多组关系

的研究，建立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数字叙事研究

进路；布伦达·劳雷尔提出通过人机互动设计实

现“互动形式的诗学”；乔治·兰道预测了超文本

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抵制。国内学者关于数字叙

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相关理论及著作的译

介，把数字叙事与国内传播实例相结合的研究

较少。例如，陈霖阐述了数字叙事学的原理和

数字媒介叙事分析方法 [2]；张新军从媒介思维

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叙事的叙事潜力 [3]。在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项敬尧论述了数字叙事融入

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现实路

径 [4]；袁文华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包括

数字赋能的技术叙事、数字认知的思维叙事、数

字环境的文化叙事、数字正义的价值叙事 [5]；宫

长瑞等认为，数字“茧房”、数字异化、数字焦虑

等现象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挑战，只有

通过开展前瞻性谋划、全局性浸润、整体性深耕

和科学性治理才能有效应对 [6]。可见，学界已

经开始认识到数字叙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

影响。本文旨在科学把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

嬗变的表征和因由，进而探讨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

事教学嬗变的表征

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是指“在思政课教学

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传播媒介为依

托，以历史文化资源、红色资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资源等为素材，以空间化、互动式、沉

浸式等形式传播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

态叙事的教育实践过程”[4]。数智时代高校思

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是通过与思政课传统

叙事教学深刻对比的“反思实存”，是思政课数

字叙事教学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本质性变革的

“外在实存”的直接映照。

（（一一））独享—共享独享—共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

字叙事教学理念的嬗变字叙事教学理念的嬗变

高校思政课教学由传统叙事向数字叙事的

转变，不仅是教学手段的“技术”转变，更是教学

理念的“观念”转变，是独享理念向共享理念的

嬗变。第一，数字叙事打破空间区隔。随着数

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

工作场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互通、

现实与虚拟深度融合的全新场域正在生成” [7]。

思政课数字叙事不再局限于线下特定教室的物

理空间，实现了线上线下自由转换的数字空间

转变，完成了由单一空间独享向双重空间共享

的嬗变。第二，数字叙事超越时度限制。传统

叙事由于教学软硬件条件和教学时数的限制，

其叙事的时间长度受到严格约束。而数字叙事

则可以“全天候在线”“即叙即传”“即叙即看”

“边叙边看”，大大打破了时度限制。这使得思

政课数字叙事实现由固定时间独享向全天时间

共享的嬗变。第三，数字叙事推动共建共享。

在传统叙事中，主讲教师是主要的叙事者，但在

数智时代，数字叙事者在元宇宙中呈现多元化

趋势，并向着共建共享、全员共享的方向发展。

学生、优秀校友、专家学者等通过互动和选择也

能成为叙事者。

（（二二））浸育—精育浸育—精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

字叙事教学模式的嬗变字叙事教学模式的嬗变

为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思政课叙事教学模式已从传统叙事针对性

欠佳的“大水浸育”转向数字叙事有的放矢的

“滴水精育”。第一，由同质叙事转变为个性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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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思政课传统叙事因教育者信息掌握有限，

往往采用无差别的同质化教学。然而，数字叙

事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学生提

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实现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

在思政课数字叙事中，叙事内容实现从同质到

特色的嬗变。第二，经验叙事走向实证叙事。

在思政课传统叙事中，教育者往往根据自身教

学经验进行授课，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数

智技术为教育者提供了学生的学习进度数据、

学习兴趣数据、学习成效数据及教学质量数据、

学生反馈数据等实证数据，使教育者能够动态

监测叙事效果，及时调整叙事方式和叙事形式，

使教育者从“传授知识的经验分享者”转变为

“掌握学生学情实力的掌舵者”。思政课叙事过

程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嬗变。第三，经典叙事

走向精准叙事。数智技术能根据学生的搜索记

录、阅读频率、关注内容等上网痕迹精准地捕捉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形成直观的具象化数据集

合。与无明显针对性的传统经典叙事不同，数

字叙事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体现差异化需求的

叙事方案和分众式爱好的叙事内容，实现大范

围因材施教。思政课叙事需求实现从“有缝”到

“无缝”的嬗变。

（（三三））沉寂—沉浸沉寂—沉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

字叙事教学场域的嬗变字叙事教学场域的嬗变

体验感是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所得到的感受，是外界主客观

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传统叙事场域中，思

政课教学以视觉和听觉感官体验为主，整体氛

围显得较为沉寂。数字叙事场域以充分调动学

生的五感投入为目标指向，通过 VR、AR、全景

摄影、多模态感知等数智技术创设出全方面、立

体化的沉浸式叙事体验场域。第一，从“局外

人”到“局中人”。数智技术打造了思政课时间

和空间相互交织、虚拟和现实相互结合的全新

叙事教学场域，凸显情景化特征。通过 VR 等

技术，学生站在了虚拟叙事舞台的中央，从事不

关己的“局外人”转变为与情境休戚与共、能够

掌控局势的“局中人”。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叙

事角色从“配角”到“主角”的嬗变。第二，从“抽

象化”到“具象化”。传统思政课叙事多以抽象

的符号性知识形式呈现，让学生感到难以理解。

然而，数智技术通过具象化的形式呈现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为“易懂”的“具象”创造了有利条

件。交互、动态、立体的可视化叙事文体既增加

了叙事内容的吸引力，也契合了学生的认知模

式和接受特点。思政课数字叙事场域实现从

“场”到“景”的嬗变。第三，从“抽身感”到“具身

感”。与固定物理场所带来的疏离感和抽身感

不同，数字叙事使叙事教育客体在物理空间和

数字空间的交互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时间沉浸、

空间沉浸和情感沉浸。

（（四四））线性—嵌套线性—嵌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

字叙事教学生态的嬗变字叙事教学生态的嬗变

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作为一个体系，

其教学生态的优劣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

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因文本的单一性，其教学

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思政课数字叙事教

学则通过对话、协同、整合各种文本，构建了一

个超文本意义生态，实现教学生态从线性到嵌

套的多重嬗变。第一，文本呈现多样化转向。

叙事文本是描述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和时间关

系的事件的文本，由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构

成。思政课传统叙事文本一般具有理论性、权

威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但在形式上往往以纸质

教材、PPT 等单一媒介为主，缺乏多样化的呈

现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而数字叙事文本基于互联网技术，具有数字化、

交互性和多媒体性的特点，能够实现图像、超文

本、短视频和数字游戏等多种形式的灵活组合。

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了叙事文本形式从单一向

多样化的转向。第二，技术上集成化转型。思

政课传统叙事对技术的要求较低；数字叙事则

依托数字编码、数字压缩、数字孪生、数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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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等多种数字技术，助力叙事方法的集

成化转型，以数字化的方式“引申抽象化的价

值”[8]。第三，传播上融合化转变。美国学者亨

利·詹金斯认为，故事在多个媒介平台展开，而

不同平台及其相应的媒介文本会对整个故事体

系产生独特的贡献 [9]。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通

过嵌套、转换、协同等路径，形成了由单一主体

向多元主体、由单个平台向多个平台共建叙事

传播的良好局面。

（（五五））交斥—交互交斥—交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

字叙事教学路向的嬗变字叙事教学路向的嬗变

在高校思政课叙事教学过程中，传统叙事

对象的参与方式常常表现为静态性和有限性，

对叙事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数智时代，交互

性是数字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叙事主客体之间

的边界逐渐模糊。第一，双向交互重塑单向输

出。思政课传统叙事通常遵循“你讲我听”“你

写我记”的单向输出模式，这种方向单一、弱交

互的模式使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显得沉闷且容易

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数智技术大大推进了

“人—人”交互的便利化，叙事对象能不受时间

限制、高效率地对叙事内容进行反馈，叙事主体

也能及时、精准地回应叙事对象的反馈信息。

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实现了叙事输出从单向到

交互的嬗变。第二，“一对多”重塑“一对一”。

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场地主要在线下，多采用

“面对面”“一对一”的互动模式，这无疑大大降

低了互动的效率和规模。而数字叙事通过“树

状编码”“点状编码”“流程编码”等线上形式，开

启了“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新模式。思政课

数字叙事实现了叙事编码从点到面的嬗变。第

三，“人—机”交互重塑“人—人”交互。思政课

传统叙事教学主要是教育主客体之间“人—人”

的直接交互，教育主体处于“绝对中心”位置，难

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使

得思政课教学过程显得单调和无趣。无论是超

文本叙事、沉浸式叙事，还是游戏叙事，这些新

型数字叙事形式都让教育客体能够自主享受

“遍历”叙事，这种“键对键”的“人—机”交互模式

极大地增强了文本内容的吸引力和代入感。思

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实现了叙事客体从被动到主

动的嬗变。

二、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

事教学嬗变的归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分析任何事物都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叙

事教学在理念、模式、体验、生态、路向等方面的

嬗变表征，实质是顺应思政课数智转型的“时代

外力”、彰显思政课教学特色的“博弈抗力”、推

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发展引力”、落实思政课

根本任务的“教育动力”的“四力”相互作用的结

果。必须认真梳理“四力”的作用机理，准确掌

握嬗变表征背后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应对嬗

变的策略。

（（一一））顺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智转型的顺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智转型的

““时代外力时代外力””推动推动

随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深

度融合的数智时代。数智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生存时空、社交方

式、思维模式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化。

正如美国学者维纳所言，“我们是如此彻底地改

造了我们的环境，以致我们现在必须改造自己，

才能在这个新环境中生存下去。”[10]《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教育数字转型与

智能升级急切需要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同样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 [12]。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思

政课必然要顺应时代变化。恩格斯指出，“不存

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

西”[13]，思政课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数智技术作

为思政课教学叙事手段的一种延伸和变革，弥

补了传统叙事互动不强、特色不显（吸引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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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实效不好（体验感差）、协同不足等缺陷，通

过技术赋能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和共享

化，能有效解决思政课传统叙事长期以来期待

解决却又未能解决的问题。

（（二二））彰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色彰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色

““博弈抗力博弈抗力””促动促动

长期以来，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面临两个

现实困惑：第一，叙事价值内隐导致课程吸引力

降低。与专业课能够传授具体技能不同，思政

课侧重对思想道德素质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进行培养。思想观念很难通过立竿见影的可

量化测评来展现效果。加上传统叙事教学往往

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缺乏情感共鸣的元素，学

生难以从内心深处感受思政课的魅力和价值，

难以引起学生的共情和关注，从而降低了对思

政课的认同度。第二，叙事内容缺乏新意导致

学生兴趣不高。高校思政课与中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的教学内容存在很大的重叠性和交叉性，

不少学生对思政课内容有似曾相识之感。例

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

有所涉及，在高校“思想道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课程中开始系统教授。缺乏新意的教学内

容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是课堂

上“低头一族”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让

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如何

把学生感知过的内容用一种新颖有特色的叙事

方式再次呈现，提高思政课的“抬头率”，思政课

数字叙事教学给出了答案。思政课数字叙事教

学运用动图技术实现教学内容可视化，运用智

能交互技术使教学环节交互化，运用虚拟现实

技术使教学场景沉浸化，运用智能感知技术使

教学方法生动化。在新颖有趣的特色叙事教学

过程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吃透理论、

贯通理论，改变学生对思政课的固有印象。

（（三三））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

““发展引力发展引力””带动带动

2024 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坚定决心。在教育领域，就是通过教育改革创

新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校思政课是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肩负着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推进高校思政课

改革创新，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创新型人

才迫在眉睫。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催生了教育新生态，给高校思政课改革创

新，尤其是思政课叙事改革创新提供了新引擎。

第一，叙事模式的创新。教育者通过大数据对

学生的认知、学情、反馈进行“精准画像”，适时

调整叙事模式，制定新的叙事策略，实现叙事模

式从“浸育”到“精育”的创新。第二，叙事内容

的创新。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能有效实现海量

信息聚合，打破传统优质叙事资源的垄断，实现

优质资源共享。第三，叙事形式的创新。与传

统单调的文本叙事不同，数字叙事拥有超文本

叙事、图像叙事、游戏叙事等更多样、更可视、更

直观的叙事形式，使思政课充满感染力、亲和力

和生命力。

（（四四））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本任务的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本任务的

““教育动力教育动力””驱动驱动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

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

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

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

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

着。”[14]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既是

外部因素的推动，更是落实其内在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教育动力的驱动。立德树人要求教育者

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

质、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随着元宇宙、大数

据、ChatGPT 等数智技术的发展，这种期待已

不再局限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而是更注重时

代感、体验感、亲和感与认同感。技术赋能“提

质增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的必由

之路。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

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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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5]思政课

数字叙事教学不仅要回应学生对叙事内容具象

化、叙事场域沉浸化、叙事过程交互性，还要通

过大数据捕捉学生的关注点，通过算法偏好满

足学生的需求点，通过精准推送解决学生的困

顿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铸魂育人。

三、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

事教学嬗变的应对

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在叙事主体、叙事内

容、叙事形式、叙事场域、叙事生态等关键要素

上展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因此，面对数智时代

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必须根据各

要素的嬗变表征和特质，运用数字泛在“赋能”、

智能画像“赋值”、数字孪生“赋活”、文本超链

“赋源”、人机智联“赋变”，共同打造群策群力的

共享课堂、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情感嵌入的沉

浸课堂、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妙趣横生的实践

课堂。

（（一一））以数字泛在赋能群策群力的共享课堂以数字泛在赋能群策群力的共享课堂

在以往的高校思政课叙事格局中，思政课

教师无疑是叙事过程中的核心。当前，在强大

的数智技术支撑下，数字泛在已成为常态。数

字泛在使人人拥有话语权。数智时代，除了思

政课教师外，学校政工人员、专业教师及学生个

体等都可以成为叙事者，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创

造生动形象的叙事内容，共同参与思政课数字

叙事的构建。第一，思政课教师引领数字叙事。

在思政课数字叙事构建中，思政课教师是核心

叙事主体。思政课教师要主动提升数智素养，

把握叙事方向，尤其要注重把宏观叙事和微观

叙事有机结合，积极创作高质量的叙事内容。

第二，多方联动服务数字叙事。思政课教师在

数字叙事教学过程中要善于与学校团委联动、

与二级学院联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数字

叙事内容的创建，形成强大的数字叙事合力。

第三，鼓励学生个体参与数字叙事。大学生善

于接受新事物，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这一

特点，引导他们从以往单一叙事对象身份向叙

事对象和叙事主体双重身份转变。教师可以通

过布置短视频、图片等影像符号形式的任务，使

学生在解构数字叙事内容的同时，也在构建数

字叙事内容。通过集体的力量使思政课数字叙

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二二））以智能画像赋值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以智能画像赋值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

思政课传统叙事魅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于未能精准地捕捉教育客体的关注点、需求

点和困顿点，从而不能满足其所需所求，解答其

所困所惑。对此，借助数智技术，“教育者能够

准确定位‘全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人群，为

其提供定制化的教学内容，监测整个教学过程，

并评定其教学效果”[16]，以智能画像赋值有的放

矢的精准课堂。第一，精准刻画叙事对象。了

解学情是制定学习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者

可以根据学生在网络课程平台上的我要提问、

话题讨论、点赞留言、跟帖回复、自选学习套餐

的点击率等，全天候获取、全方位掌握学生的兴

趣爱好、情感需要和思想困惑，通过可视化的大

数据总集刻画出“叙事群像”和“叙事个像”。第

二，精准推送叙事内容。在掌握学情后，教育者

应利用智能推荐技术精准推送能帮助学生实现

思想解惑、精神解放、心理解压的叙事内容。第

三，精准追踪叙事过程。教育者可以利用数字

技术动态跟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轨

迹，包括交流互动的频率、广度和深度，以此来

研判叙事过程的方向性和可持续性。第四，精

准评估叙事效果。教育者通过对数字叙事教学

过程数字监测、综合数字监测、增值数字监测、

结果数字监测等，最大化的精准评估叙事的育

人成效。

（（三三））以数字孪生赋活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以数字孪生赋活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

数字孪生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构造叙事情境

上具有独特优势。“数字孪生是在处理数据、传

输数据和存储数据中联动现实与虚拟、融合抽

象与还原、整合概念与实存，复刻而非复现的技

术真实。”[17]数字孪生通过对虚拟和现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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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未来和现实相融合的叙事情境的构筑，

走出了传统时空叙事失位困境，引导学生在“具

身化”的情境体验中升华政治认同，真正打造数

字孪生赋活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为例：

第一，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沉浸化叙事。

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初心未改、壮

志不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行数字叙事。例

如，在“站起来”的叙事模块中，可以借助 VR 技

术让学生“重走长征路”，在体验中直观感受长

征的艰辛。第二，讲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沉浸化叙事。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进行数字叙事。例如，

在“科学性”叙事模块，可以利用全息投影技术

开设“黎明前的黑暗”“曲折中的坚持”“发展后

的辉煌”的体验展，让学生在全息投影中切身感

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取来的“真经”。第

三，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沉浸化

叙事。主要围绕“道路的成功性、理论的科学

性、制度的先进性、文化的价值性”[18]进行数字

叙事。在“制度的先进性”叙事模块，可以利用

数字技术创设“同心抗疫的网络虚拟展厅”，让

学生在虚拟展厅的体验中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的高度、温度、广

度、力度和亮度。

（（四四））以文本超链赋源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以文本超链赋源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

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作为一个体系，

其传播的生态必然影响传播效果。传统叙事文

本“单独作战”具有意义结构单一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而数字叙事可以通过文本超链实现多个

文本“协同作战”的多层叙事、嵌套叙事和转存

叙事，打造以文本超链赋源跨媒融合的记忆课

堂。第一，弹幕互文的多层叙事。针对教师发

布的思政课教学视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

影像叙事进行弹幕点评，而其他学生和教师也

可以对学生的弹幕点评进行赞同、否定或回答

弹幕的观点。这种层层嵌套、动态叠加的多层

叙事不仅增加了思政课教学视频的外延，也丰

富了思政故事的内涵。第二，点状触发的嵌套

叙事。在数字叙事文本中，教师可以把解释性

内容、拓展性内容、补充性内容等做成超链接。

当学生点击超链接时，会立马触发到另一文本。

按相同逻辑，另一文本又可超链接到下一文本。

这种层层超链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存供

学生按需取舍，既可以增进学生对原始文本的

理解，又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见识。第三，扫码

引介的转存叙事。不同的媒介平台对叙事文本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作用。教师可以把思政课

核心叙事文本以二维码的方式转存到其他媒介

平台的叙事文本中，例如，学校团委宣传平台、

二级学院宣传平台、课程思政宣传平台、教师个

人微信平台等。通过多媒介的互文融合扩大思

政课叙事文本的影响力。

（（五五））以人机智联赋变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以人机智联赋变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

为破解高校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单向输出

和生硬说教导致的交斥困局，思政课教师要运

用数智技术，坚持以“联”赋“变”，在可变话语、

可变情节、可变角色中推动人机交互、师生交

互、生生交互，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以人机智联赋变妙趣

横生的实践课堂。第一，创造可变话语。思政

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数字叙事中根据自己的体

会对原始叙事文本话语的语音、语调、语气、语

义等进行重新创造和诠释。例如，在举例讲解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以人民为中心”

时，可把电影《第二十条》高燃时刻的台词“法律

的权威是什么，是人民的期望……”制作成互动

影视趣配音素材，使学生在参与电影语言的重

构中理解所授知识点的要义。第二，创设可变

情节。传统叙事故事情节单一、结局固定。数

字叙事则可以创设多个情节供学生选择。例

如，在讲解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方案

时，可以通过“沙盘推演”的游戏叙事让学生自

愿选择不同的救国方案。在一种救国方案中设

置不同的难题，学生必须攻克难题才能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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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否则游戏结束并预示救国方案失败。可变

情节的游戏叙事既生动有趣，又提高了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选择可变角

色。不同角色的体验能够产生不同的情感认

知。例如，在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时，可以利用 3D 建模技术塑

造参与“重庆山火扑救”行动的各种角色，如指

挥员、消防员、摩托车志愿者、普通志愿者等。

让学生自选一个虚拟角色参加扑火行动，在不

同的角色体验中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语

与传统叙事教学相比，数智时代的高校思

政课数字叙事教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同时，

我们也要警惕数字焦虑、数字“茧房”、数字娱乐

对思政课数字叙事理性、叙事认同、叙事价值的

消极影响。思政课教师作为重要的叙事主体，

要和其他叙事主体一起积极推动数智技术与思

政课教学诸要素的“合”“和”融汇，促进时代的

“应然技术”向教学的“实然效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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