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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的

机理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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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宇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内置教育主体要求，塑造教育对象特征，升级教育

介体形态，熔铸教育环体架构，引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在元宇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双

向互动中提炼出理念创新的双重机理：元宇宙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渗透 - 传导 - 扩散的机理和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选择 - 吸收 - 转化元宇宙的机理。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需要由外

而内推动技术渗透为孕育新理念创造条件，加强组织传导为萌发新理念营造环境，通过宣讲推介为扩

散新理念提供机会，由内而外立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增强理念创新的针对性，吸收元宇宙技术

教育强效能，增强理念创新的实效性，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增强理念创新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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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Metavers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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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taverse is the future domai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embeds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shap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objects, upgrades the 
forms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forges the framework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triggers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dialectical interplay between 
metave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nifests dual innovation logics of idea: the mechanism of 
the metaverse penetrating, transmitting, and diffusing into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electing, 
absorb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metaverse.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enetration from the outside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nurturing new concepts,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transmission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cepts,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ffusion of new concepts through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deman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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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pertinence of concept innovation, absorb the strong educational efficacy of metaverse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cept innovation, and follow the law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ncept innovation.
Keywords：metave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concepts;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元宇宙是基于数字技术聚合而超越平面网络

空间的下一代互联网。学界普遍认为元宇宙为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冯刚等人认为对

于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元宇宙是一把双刃剑，

既引发问题，又赋能提效 [1]；黄欣荣等人关注到

元宇宙在发展空间、技术手段、学科领域、学科

范式上给思政教育酝酿的机遇 [2]。元宇宙与思政

教育的结合是充分利用元宇宙技术优势，抢占思

政教育新阵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发优势

的必然要求。基于对元宇宙的理解，学界进一步

思考其赋能思政教育的机制。石磊等人认为元宇

宙通过基础层、算法层和应用层创设思政教育场

域 [3]；陈学文从沉浸理论、具身认知理论、建构主

义理论出发，探索元宇技术赋能思政教育的内在机

理 [4]；王春霞从教育环境、教育模式、教育资源等

方面思考元宇宙与思政教育的赋能关系 [5]。当下，

学界对元宇宙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关系研究成果较

少，相关研究有待拓展。在元宇宙视域下，高校

思政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理念创新

是先导。进一步探讨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

理念创新的机理和路径，对于推动高校思政教育

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

新的必要性

元宇宙给高校思政教育主体、对象、介体、环

体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促使高校思政教育理念

超越了静态、保守、平面的理念形态，理念创新

势在必行。

（一）元宇宙内置教育主体要求驱动理念创新

高校思政教育以培养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认同为目的，而元宇宙实现了人的全感官延伸进

而促进用户共同情感的生成 [6]，为高校思政教育

提供了凝聚学生认同的场域。高校打造思政教育

元宇宙阵地，教育主体的理念革新是其实践前提。

第一，在场域搭建上，元宇宙思政教育场域通过

专家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人工智能生产内

容等方式打造虚实融生的教育场景服务个性化需

求，要求教育主体具备技术整合能力和场景设计

思维。第二，在场域运行上，元宇宙思政教育场

域多中心运行，人人皆可为师，教育主体要提升

技术素养、艺术素养、专业素养，将科技力量、

艺术美感与专业内容融合，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第三，在场域成效上，元宇宙中的知识呈现形式

更具画面感，知识获取方式体现具身化。教育主

体要发挥元宇宙的知识集成、深度沉浸、多元智能、

模拟研判教育优势，需要更新理念指导自己在元

宇宙场域中解决好“本领恐慌”，成为运用教育

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二）元宇宙塑造教育对象特征倒逼理念创新

共享元宇宙时代特定经验的群体被称为元宇

宙世代，也叫 M 世代，是不拘泥于现实、想象力

解放、寻求精神生产力、面对虚实融合困境的一

代 [7]。思政教育的针对性要求高校因材施教开展

思政教育活动，未来高校思政教育对象与 M 世代

群体重叠，M 世代呈现的新特征倒逼高校思政教

育理念创新。技术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革新或改变

教育，教育的每一点变化都离不开教育者对学习

者认知特点的精准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 [8]。

在教育对象的群体特征发生转向之时，也是高校

思政教育主体进行理念变革以适应教育对象之机。

当高校思政教育对象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呈现

新的特征时，高校思政教育主体要敏锐捕捉这一

变化，围绕学生需求，关照学生特征，服务学生

发展，更新教育理念，贴近教育对象特征提供针

对性的教育。

（三）元宇宙升级教育介体形态激发理念创新

高校思政教育介体形态升级是指高校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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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借以承载、传播思政教育内容或信息的媒介形

式迭代更新，换代升级。互联网从单向展示的静

态网络逐步发展到虚实联动的元宇宙，对人的影

响从生产关系传导到精神栖息，从个人生活方式

扩散到整个社会形态，网络越来越成为高校思政

教育的重要阵地。在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发展的初

步探索阶段，互联网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严峻

的挑战，高校则主要采取“防、堵、管”的被动

方式应对 [9]。教育理念与网络技术同步迭代规律

表明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在根本上由网络技术的

发展状况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网络技术，就应当

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 [10]。元宇宙加深了教育的媒

介化程度，以媒介逻辑塑造了教育理念。

（四）元宇宙熔铸教育环体架构推动理念创新

元宇宙构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技术环境、经济

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思政工作的理念和

方法只有随之创新发展，才能适应复杂环境变化、

应对外在的社会变革 [11]。元宇宙是技术集成体，

首先是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技术环境出场。当技

术转化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本质力量，技术元素就

会成为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其次，元宇宙与数

字经济紧密联系，构成高校思政教育的经济环境。

元宇宙经济是创作者经济和共识经济，元宇宙通

过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激励大学

生创造，这为创新高校思政教育提供思路借鉴。

再次，元宇宙影响高校思政教育的政治环境。当

技术强国实现政治与技术的联手互构，数字殖民

主义将以更隐秘的方式给其他国家带来意识形态

风险。要抢占意识形态先机就要在思想领域预判

危机、创新理念。最后，元宇宙还拓宽了人们的

生活空间和思维空间，使文化现象从现实世界溢

出到虚拟世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高

校思政教育的文化环境。

二、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

新的内在机理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是元宇

宙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教

育是技术渗透的教育，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

手段才能实现教育目的，高校思政教育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新技术并不是天然服务于教育，技术

经过筛选和调试才能成为教育的可选项目。因而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机理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元宇宙向高校思政教育渗透 - 传

导 - 扩散的机理；二是高校思政教育对元宇宙的

选择 - 吸收 - 转化的机理。

（一）元宇宙向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渗透-传导-

扩散的机理

基于元宇宙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阶段性特征，

可将元宇宙作用于高校思政教育理念的机理分成

三个部分加以探讨：渗透机理强调高校思政教育

理念创新的元宇宙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传导机

理关注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元宇宙认识基质

和主体动力，扩散机理聚焦技术和理念在高校思

政教育的同步扩散。

1.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渗透

机理

一方面，元宇宙为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提供

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构成了高校思政教育理念

创新的前提条件。元宇宙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

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和运算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集成，能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学分

认证、知识产权确权、虚实交互、资源创建等服务，

支持高校思政教育智慧运行。另一方面，元宇宙

改变了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环境。元宇宙影

响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微观环境，其表现为：

元宇宙视域下的高校思政教育开展的组织环境趋

于多样，出现虚实融合的教育组织；人际环境强

调交互和参与，思政教育走向情境化；心理环境

突出认同和体验，扩充教师角色和功能。元宇宙

带来的物质基础和教育环境构成了教育主体的教

育理念反映的对象。

2.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传导

机理

元宇宙对高校思政教育理念的传导是指元宇

宙的技术特征、技术功能、技术前景、技术理念

为高校教师个体所接受、内化、践行的过程，这

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

第一，从无到有的作用传导体现于主体的认同态

度。元宇宙与思政教育议题相关的学术文章在

2022 年开始出现，学界普遍认为元宇宙能够在教

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载体、教育方法、教育

模式等方面促进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这些共识将

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主体进行理念反思和前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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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第二，从一到多的作用传导体现于技术结构。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行为的传导

是从单一技术开始，构成元宇宙技术基座的人工

智能、大数据、XR 交互技术都曾经作为单一技术

入场高校思政教育，这些单一技术是元宇宙视域

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过程中的“先行部队”，

其在高校聚合，共同作用于思政教育理念创新。

第三，由浅到深的作用传导体现于影响程度。在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手段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虚拟

实践，与思想意识形成辩证统一互动关系并逐渐

生成高阶认知和虚拟性思维，进而映射或反映到

教育思维之中 [12]。元宇宙技术传导背后实质上是

人的认知的传导，其涉及人的认知内容、认知方式、

认知能力，反映了元宇宙技术与人的具身关系和

诠释关系。元宇宙对认知的改变是高校思政教育

理念创新的基础性条件和深层次根据。

3.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扩散

机理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扩散

机理是指高校思政教育领域元宇宙技术采纳者吸

收技术承载的理念之后，传递理念，扩散理念，

并在理念的扩散过程中调试创新的机理，其是技

术和理念的同步交织扩散。在技术的扩散上，梯

度性规律和接受性规律解释了高校应用元宇宙开

展思政教育的有利条件。技术扩散中呈现出梯度

性规律，即行业领域之间存在技术势差，技术扩

散将从高技术势能的行业领域向低技术势能的行

业领域扩散。而且技术势差相差较小的行业领域

更容易获得并掌握创新技术，接受创新思维。技

术扩散的接受性规律则意味着越能拥抱新技术的

行业领域，新技术在这一行业领域扩散速度越快，

理念更新速度也就更快。人工智能技术是元宇宙

技术集群中的核心技术，近年来，高校积极引入

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思政教育，高校思政教育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开放吸收使高校接受元宇宙的梯度

更为平滑。高校对新技术开放的心态为高校接收

元宇宙相关技术、创新思政教育理念做好了前期

准备。在理念的扩散上，元宇宙是理念的扩散源域，

高校思政教育是理念的扩散汇域。新理念将在个

人和组织之间实现双通道扩散。已经拥有新理念

的主体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式扩散理念，

成为理念扩散源域。元宇宙内含的教育理念通过

扩散机理在高校实现全局联动，持续地激发思政

教育理念创新活力。

（二）高校思政教育理念选择 - 吸收 - 转化

元宇宙的机理

以高校思政教育为中心，由浅入深探索元宇宙

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过程为：选择机

理关注元宇宙与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目的、方

法、方向的适配性；吸收机理强调高校思政教育

系统对元宇宙技术的对象化处理；转化机理立足

高校思政教育的特点和原理，锚定理念创新的政

治、科学和教育属性。

1.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选择

机理

根据教育技术学的观点，并非所有技术都能

成为教育技术。这意味着教育系统本身对外界因

素有一种过滤机制，这种过滤机制体现了教育主

体的能动性和教育系统的为我性。教育主体和教

育系统在多样的技术手段及其携带的理念面前必

须做出适当的选择。首先，选择高校思政教育理

念创新的目的。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

创新是为了迎接元宇宙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

的重大变革，以前瞻性、预判性的理念引领高校

思政教育发展方向，为争夺和强化高校意识形态

阵地做理念准备。其次，选择高校思政教育理念

创新的方法。元宇宙的功能特征构成教育理念创

新的基质，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要求规定教育理

念创新的着力点，技术运营情境检测相关理念的

合理性，只有将这三者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科学的

教育理念创新。最后，选择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

新的方向。相较于高校传统的思政教育理念，元

宇宙视域下生成的多元角色理念、融合空间理念、

情境教学理念符合数字社会对思政教育工作者角

色的规定、教育空间构建的设想、教学模式的要求，

具有发展潜力和现实优势。

2.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吸收

机理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吸收

机理是指高校思政教育主体吸收元宇宙技术的功

能特征，从技术领域获得新的理论资源，促进高

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过程。思政教育系统在社

会系统中谋求发展，不断从其他系统汲取营养，

为己所用，具有超循环效应 [13]。元宇宙视域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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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就是在汲取元宇宙合理因素

的基础上展开的。高校思政教育系统最初在“租借”

技术解决自身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将技术教育

化，将客体主体化，进而将技术承载的理念吸收

进入教育系统。高校思政教育主体把元宇宙相关

技术的属性、特征、功能内化为自身的本质力量，

吸收进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这一过程

反映着教育主体吸纳技术和创新理念的愿望、能

力、意志，也呈现了技术的“是其所是”到主体的“要

其所是”的转变。

3.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转化

机理

在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转化机理

是指在遵循高校思政教育要求的基础上，将元宇

宙所蕴含的理念与高校思政教育原理相结合，进

而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理念。教育主体依

据高校思政教育政治属性、科学属性和教育属性

推动元宇宙承载的理念朝着高校思政教育方向转

化，使元宇宙技术优势转化为高校思政教育优质，

进而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本质力量。在转化机理

中，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不是把元宇宙技术强

行塞入高校思政教育，成为一种点缀；不是让元

宇宙技术弥补性地加入高校思政教育，成为一种

辅助；也不是元宇宙技术提升性地嵌入高校思政

教育，成为一种要素；而是把元宇宙技术融入高

校思政教育，使元宇宙成为塑造高校思政教育形

态的重要力量，打造出元宇宙技术化了的高校思

政教育图景。

三、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

新的实现路径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不是简

单的模仿性创新，也不是单纯的自主性创新，而

是吸收性创新，是在吸收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前提

下，按照高校思政教育的需求而进行的理念创新。

元宇宙视域下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需要将

元宇宙技术和高校思政教育双方的力量加以整合，

沿着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条路径形成创新效应。

（一）由外而内的技术渗透 - 组织传导 - 认

知扩散路径

在高校实际的思政教育工作中尝试引进元宇

宙相关技术，为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提供现实

可感的物质条件；依托正式的组织规章制度和非

正式的创新文化氛围，为萌发新理念营造环境；

以科学的扩散材料、广泛的扩散渠道、积极的扩

散效应为扩散新理念提供机会。

1. 推动技术渗透为孕育新理念创造条件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

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

如果元宇宙技术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得到真实、

广泛、深刻的应用，理念创新就能获得更多真实

可感的物质原料，就能进一步实现。由此观之，

元宇宙视域下创新高校思政教育理念需要在高校

思政教育工作中引入适配的元宇宙技术，比如通

过交互技术重塑教育对象关系，引入电子游戏技

术补偿思政教育体验，打造元宇宙思政教育平台，

减少因元宇宙技术知识的视域依赖性带来的误传

成本。

2. 加强组织传导为萌发新理念营造环境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革新

性行为要向组织要活力，否则理念创新只会是昙

花一现。只有当正式的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的组织

文化接受、支持、激励理念创新行为，元宇宙视

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活动才可能出现新局

面。在正式的组织规章制度构建上，一是要通过

决策系统确定创新基调，察觉元宇宙视域下高校

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紧迫感，强化理念创新担当；

二是确定激励机制，鼓励高校思政教育主体勇于

探索，创新理念；三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组织

高校教师尤其是政工队伍教师参与元宇宙技术培

训、企业见习、交流研讨，提高科技素养；四是

确定保障机制，为萌生的新理念创设实践特区，

推动高校智力资本向元宇宙技术借活力、促效能，

向高校思政教育共同体反馈新思维和新理论。在

非正式组织的革新氛围上，一是寻求认知互惠，

在组织中形成智力支持；二是形成心理信任，构

建合作网络；三是鼓励直接交流，以非正式、高

频次的人际交流促进理念互构，增强新信息、新

知识、新理念的传导能力和裂变能力。

3. 通过宣讲推介为扩散新理念提供机会

理念的创新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在元宇宙视域

下要想实现广泛的理念创新必须将理念创新的工

作推向整个高校思政教育共同体，促使整个高教

系统的政工队伍形成基础认知，从元宇宙技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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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观照、分析、处理高校思政教育问题，尝试用

元宇宙技术服务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为国家的意

识形态工作蓄势，并在扩散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基

础上实现理念的再检验、再生产和再创新。由此

可见，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活动不能局限于一

时一地一人一事，要实现元宇宙技术和理念跨学

校、跨区域的传播才能带来广泛深刻的创新行为。

首先，要形成科学的扩散材料，在宣讲推介前期

充分试验、全面调研、谨慎推导，以科学的结论

和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吸引人。其次，要形成广泛

的扩散渠道，通过个人和组织、大众传播和人际

传播、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实现新理念、新技术、

新方案的扩散。最后，要形成积极的扩散效应，

实现理念创新的蝴蝶效应，以点带面，启发高校

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思考，打造元宇宙视域下高校

思政教育理念创新共同体，形成创新联盟，汇聚

更多创新者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二）由内而外的需求对接 - 效能吸收 - 规

律遵循路径

在需求对接上，理念要围绕教育者自身意义建

构、教育空间拓展和教育方式转变等重要需求创

新，使理念创新具有针对性；在效能吸收上，理

念创新要充分吸收元宇宙在教育主体、教育过程

和教育场域中的优势和效能，以增强理念创新的

实效性；在规律遵循上，理念创新必须遵循思政

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确保

理念创新的科学性，使元宇宙视域下的高校思政

教育理念创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目标和学生

发展。

1. 立足高校思政教育需求，增强理念创新的针

对性

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要遵从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

实需求为核心，推进理念创新。元宇宙视域下，

高校思政教育的需求主要集中于教育者自身意义

建构、教育空间拓展和教育方式转变上。第一，

围绕教育者自身意义建构需求创新理念。在元宇

宙视域下，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以 Sora 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技术飞速发展，不断侵

蚀冲刷人类智能的自留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

如何优化调整自身的角色结构、如何在高校思政

工作中定位自身成为教育者自身意义建构的重要

问题。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与时俱进，根据

社会整体情况变化，及时拓展自身知识储备和视

野，定位自身角色，更新理念。第二，围绕教育

空间拓展需求创新理念。当互联网向元宇宙跃迁

之际，占据新的阵地，争夺新的高地，是高校思

政教育的紧迫任务。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充

分参与建设元宇宙空间，增强历史主动，直面需

求创新理念，改变高校思政教育落后于技术发展

的局面，扩展教育空间。第三，围绕教育方式转

变需求创新理念。思政课教师思维要新，要创新

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元宇宙给高

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情景化、体验式教学方案，为

高校思政教育提供新思路。

2. 吸收元宇宙技术教育强效能，增强理念创新

的实效性

元宇宙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优势和效能是元

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原料，高校

思政教育理念创新需要充分吸收元宇宙的技术因

素及其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发挥的技术优势。

第一，充分吸收元宇宙之于教育主体的效能。在

元宇宙中，教育主体借助大语言模型提升信息获

取能力；多模态呈现教学内容；以非同质化权益

确保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分享教育成果；开展虚

拟实践模拟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技能。第二，充

分吸收元宇宙之于教育过程的效能。通过技术与

人的互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师生互动上，

以平等、开放、尊重为追求的元宇宙为师生之间

的思想互动提供友好环境，增进师生互动意愿，

促进主体间关系良性循环。在生生互动上，通过

构建沉浸式场景开展游戏化教学，借助元宇宙剧

本杀，让学生在协作探索中发现真理，在集趣味

性、仿真性、互动性为一体的学习环境中互相启

发，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第三，充

分吸收元宇宙之于教育场域的效能。元宇宙技术

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场域协同化建设、立体化延伸、

智能化升维。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场域人

机协同共建，建设力量充分调动，建设才智充分

涌流；教育场域无界限，全覆盖，随时随地接入，

教育空间虚实融合，教育场景古今联动，教育画

面大小合度；元宇宙技术开展空间计算，进行精

密定量分析，精准供给教学资源，给师生带来智

能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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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循高校思政工作规律，增强理念创新的科

学性

理念创新不能任意而为，不能只停留于现象

表面，必须以客观规律作为指导，保障理念创新

的科学性。2016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高校思政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思政工

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15] 思政工作规律、

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作为一个整体被总

书记提出，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政工作的内在规定。

首先，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要遵

循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这是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的根本规定。不

论元宇宙的智能化达到何种程度，都要服务于正

确的政治方向。其次，元宇宙视域下高校思政教

育理念创新要将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将知识传递

和价值传导相结合，从教育角度把握元宇宙技术

的功用，赋能教好书和育好人。最后，元宇宙视

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理念创新要符合学生实际，研

究数字社会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要求与期待，回

应学生多样性、多层次、立体化的精神需求，将

学生成长发展特点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彰显新一代大学生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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