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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与意义

01

02

03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学思政课堂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

算法技术在推动智慧课堂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遮蔽和价值澄明的问题。

对算法遮蔽与价值澄明现象进行技术反思，有助于更好

地发挥算法技术在大学思政课堂中的辅助作用，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揭示算法技术在大学思政智慧课堂中

的遮蔽现象，探讨其价值澄明的路径

和方法。

如何认识算法遮蔽现象的本质？如何

消除算法遮蔽，实现价值澄明？如何

在大学思政智慧课堂中合理利用算法

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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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遮蔽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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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不透明性

由于算法复杂性和专有性，许多算法如同“黑箱”，用

户无法了解其内部运作机制。

缺乏有效监管

当前对算法的监管和审查机制不完善，导致算法决策过

程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难以追溯和验证

算法决策往往缺乏详细的记录和说明，使得结果难以追

溯和验证，增加了不可知性。

算法黑箱与不可知性



算法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
见和歧视，导致算法输出
结果不公平。

数据来源问题 算法放大效应 缺乏多样性

算法可能放大社会中的偏
见和歧视，使得不公平现
象在数字世界中进一步加
剧。

算法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缺
乏多样性和包容性，可能
导致算法对某些群体的不
公平对待。

030201

数据偏见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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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议题的影响

算法可能导致重要公共议题被忽视或误解，影响公众对问题的

全面理解和判断。

01

信息过滤问题

算法根据用户历史数据和偏好进行信息过滤，可能导致用户接

触到的信息越来越狭窄，形成“信息茧房”。

02

社交媒体中的回声室效应

社交媒体算法倾向于推荐与用户观点相似的信息，使得用户陷

入自己的“回声室”，难以接触到不同观点。

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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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澄明现象探讨



价值多元性01

现代社会中，不同文化、信仰和观念并存，导致价值多元性成为显著特

征。这种多元性使得人们对同一问题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相对主义困境02

价值多元性往往导致相对主义的产生，即认为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没

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念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为缺乏共同

认可的价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普遍性追求与特殊性尊重03

在价值多元性的背景下，一方面要追求价值的普遍性，即寻求不同文化、

信仰间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特殊性，即承认并尊重不同个体

和群体的独特价值。

价值多元性与相对主义困境



价值共识的重要性

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形成价值共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价值

共识可以减少冲突和分歧，增进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普遍性追求的途径

要实现价值的普遍性追求，需要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促进不同文化、信仰间的对话

和理解。同时，还需要借助法律、政策等手段来推广和普及普遍认可的价值来约束人们的

行为。

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

在追求价值共识和普遍性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这意味着要允许不同个体

和群体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强制推行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

价值共识与普遍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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