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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现实效能、风险检视及优化路径

陈丹丹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Sora的问世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文生视频模型Sora以其强大的信息整合和对物理世界的模拟,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

动态联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的需求。然而,Sora也蕴含

着巨大的“破坏性效应”,其技术缺陷会导致传播内容低质化、遮蔽人的主体性、消解主流意识

形态等风险。为适应Sora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变革,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发展,需要规范生

成内容,增强技术批判能力;矫正技术导向,规避技术越位风险;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情感价值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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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2月16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推出了首个文 生 视 频 模 型 Sora。与

ChatGPT文生文、文生音频和文生图像等信息不

同,Sora可以根据用户指令生成画质分辨率高、
细节令人震撼的短视频。据OpenAI公司介绍,

Sora视频生成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领

域,产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未来也可能

出现类似Sora的其他视频生成模型。由此,Sora
模型的推出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涉入到最

具有挑战性的内容生产领域,从而推动整个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生态发生新质生产力转型,无疑将

会对内容产业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1]。
在教育“异化”背景下,Sora作为生成式人工

智能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标志,它对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Sora作为一种

新型智能技术工具,可以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助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打造生态课堂,让教和学在

动态中更加高效。Sora可能会取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成为学校的“终结者”,它给学校带

来的是挑战而不是机遇。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

育在积极利用新兴技术赋能于自身的同时,也需

要审思文生视频模型Sora对于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现实效能、检视Sora对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存在的潜在风险及其优化路径,以确保Sora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导向性、实效性。

一、技术赋能:Sora之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现实效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

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

们的意识。”[2]同样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深

刻的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始终根植于历史唯物主

义的土壤中,并将不可避免地遵循这一发展规律。
因此,这些新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和进步,人类社

会的交往方式和个体的思想行为模式也将随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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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Sora等人工

智能技术的深度耦合,已然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红利。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发展现状来看,Sora技术加速了思想政治

教育各要素的动态联结、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效

能提升新场域、满足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

需求。

(一)要素赋能:Sora技术加速了思想

政治教育各要素动态联结

Sora作为世界模拟器,不仅包含了深度学习

技术、大语言模型、物理世界模拟能力、数据、算法

和算力等技术层面的要素,更拥有了文本到视频

的生成能力、灵活性和可定制性、学习和泛化能力

等应用层面的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文生视

频模型Sora,使其不仅能够解释复杂的用户指

令,而且通过对二维数据的学习和推理就能归纳

和模拟现实中遵守物理定律的现象,即时性地生

成逼真的场景视频[3]。Sora等人工智能不仅促

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个体的思想行为模式发

生变化,更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交互优化与

内容的优化和再生产的创新联结铺就了技术

道路。
其一,Sora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教育主客体在人机交互中实现情感的深度交

融。Sora的海量信息资源及文生视频模型简单

快捷,它可以根据思政课教师的自身教学需要轻

松快速生成,弥补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趣味不足

的短板。此外,将Sora技术应用到教育主体认识

教育客体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精准地分析大学生

的思想动态、行为习惯以及性格特点,帮助思想政

治教育者制定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从而更好地在双向互通中有效满足受教育者的真

实需求,有效实现二者情感的深度交融。
其二,Sora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

地位。通过让学生用Sora去创建教育视频,可以

让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生动的学习体验,从而增强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

成效[4]。另外,Sora拥有大算力、大算法、超大储

存空间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动态记录学

生的学习过程,创建更加精准的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数字化评价体系,帮助大学生及时精准地了解

学习情况,从而更好地调整学习计划,提升学习效

率,以此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三,Sora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契合因材施教的教育

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教

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的知识、
理论、观点或方法[5]。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加之

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状态的隐匿性,面对广大的

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尤其是思政课教师、
高校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等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

力,他们无法充分且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每一个教

育对象,因此更加无法做出“精准滴灌”式的教育

决策。Sora的出现,意味着人机软融合愈加发

展,反映出更加强大且缜密的思维能力。它可以

根据使用者的问答情境,选择更加适合使用者的

互动方式和语言逻辑,并且给予使用者针对性的

引导。通过智能问答和虚拟现实技术,Sora让学

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

概念和复杂知识,从而使其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

(二)空间赋能:Sora技术开辟了思想

政治教育效能提升新场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

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

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6]。所谓空间赋能,即
通过挖掘、激活传统教育空间中的潜在动力,赋予

其新的能量。继ChatGPT之后,以Sora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教育创新提供了

极大空间,因其便捷性、高效性、泛在性、易得性等

特点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工作中,Sora作为一种技术义肢和效率工具,
空间赋能意味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传统教育

空间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

需求。

Sora的应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是紧密相

连的,Sora的文生视频的发展对教育效能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
其一,Sora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营

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Sora的人类反馈

强化 学 习 技 术 (ReinforcementLearning with
HumanFeedback,简称RLHF)建立在大数据、大
模型的基础之上,从海量数据中找到相同点,进行

归纳和总结,从中探索出相关的规律,从而让高校

师生可以体验到个性化的一对一交互模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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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学生可以更加方便地

与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反馈学习问题和困

难,老师也可以更加及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

提高教学效果。
其二,Sora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扩大思

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范围。通过利用Sora技术的

优势特点,可以打破传统教育的地域限制,将教育

资源以音视频的形式进行实时传输。无论是城市

还是农村、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的学生,都可以

通过Sora平台获得相同水平的优质教育资源。
例如:可以利用Sora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在线讲

座、组织学生进行线上讨论、开展虚拟实践等活

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不仅

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范围,还使得

教育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学生可以通过Sora平

台,随时随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中,
从而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的学习。

(三)结构赋能:Sora技术满足了思想

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需求

智慧化是一个涵盖信息化和智能化最新阶段

的复合词,其特征在于深度学习和边缘计算等前

沿技术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独立概念使用,描
述当前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可以作为修饰语

(如“智慧化建设”“智慧化系统”等),强调所修饰

对象应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Sora在

日语中是天空、时空的意思。用其命名或许暗含

了设计者意图,隐喻了Sora的功能———即与时

空、创造有关的智能产品。在OpenAI官网关于

Sora的说明中,明确表达了Sora是一款世界模

拟器,意味着Sora是为模拟世界而生[7]。
其一,Sora可以通过深度、全面的视频模拟,

将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可

视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够更好地入耳、入
脑、入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获得良好的学

习体验和互动性。例如:Sora可以利用其强大的

模拟能力和其对世界的深入理解的优势,给学生

提供实景模拟功能,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扮演角

色,或者通过案例重现等方式,去针对性地帮助学

生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矛盾分析与解决能

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应

对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其二,Sora通过对用户需求及行为进行学习

和分析,不断优化世界模拟器的内容与功能,使其

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和期望。Sora能够根据教

育对象的学习情况和反馈,智能地推荐相关的学

习资源,使学生获得个性化学习体验。这种个性

化的学习路径使得每个教育对象都能够根据自己

得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
这满足了智慧化教育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它使

得教育对学习者产生的价值更加直观和具体,为
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技术异化:Sora之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风险检视

尼采·波斯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

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

产物。”[8]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带来

福祉的同时,也暗含了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引诱”风险:“信息茧房”导致传

播内容低质化风险

“信息茧房”最先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

《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意指“网络虽然能带来更便

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长期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

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会将自身桎梏于像

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9]。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一种力量,旨在培养和塑造人的精神内核,并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
同ChatGPT一样,Sora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并
不是单纯的工具定位,而是深度融入了政治、文
化、价值等多个层面,旨在通过内容生成、交互对

话、多维应用等方式展现出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

能。相应地,Sora所具备的意识形态特性在教育

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渗透并产生影响,这无疑

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项严峻的考验[10]。
其一,Sora的应用易导致传播内容低质化,

进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方向相悖。在人类的

所有感官体验中,视觉感受占据了大约95%的比

重。鉴于视觉在人的感知中的重要地位,Sora等

文生视频模型持续不断地优化升级预示着它们将

生成日益逼真的模拟现实世界,甚至构建出超越

现实的视觉景象,这可能存在人为的价值信息植

入,以不易察觉的方式频繁地在视频中显现,对学

习者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11]。
其二,Sora的文生视频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中,可能会引发学生的价值认知混乱。Sora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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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内容生成等方面都会夹杂着设计者的思想

倾向和价值倾向,因而其不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呈

现出“技术的中立性”。学生在基于Sora的视频

学习过程中,接触到视频中的多元化价值信息。
鉴于这些信息的相互矛盾,其可能引致学生在价

值认知领域内遭遇显著的困惑与认知失调,进而

扰乱其价值观构建的连贯性与清晰度。
其三,Sora的文生视频模型可能会加剧“信

息茧房”效应。Sora会根据用户的语言风格特点

生成具有碎片化、片段式的视频,这种视频载体相

较于文字或图像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创造

的人机互动模式更加具有趣味性,这有可能导致

青年学生更加倾向于留在他们所熟悉的“舒适

区”,在圈层区隔影响下,个人及整个社交圈群的

价值观念不断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存空间

被不断挤压,个体长时间与多元化、异质化信息相

隔离,逐渐沦陷为算法“囚徒”[12]。

(二)“遮蔽”风险:“算法推荐”导致人

的主体性遮蔽风险

Sora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用强大的算

法推荐,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生成学

生的专属“数字脸谱”,从而针对不同情况学生制

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学习计划。与此同时,在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中,Sora的引入以其形象逼真的视

觉表现力,将原本抽象的论述转化为直观的视觉

元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具象化,更易于

理解和接受。但Sora的“智能推荐”功能也在一

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的主体性。
其一,过度依赖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会导

致学生形成思维的惰性,主体地位面临消解的风

险。Sora等尖端 AI技术展现了强大的技术优

势,为大学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然而,如若大学生们长期沉迷于Sora的精准

与即时的信息服务,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技术带

来的技术愉悦之中。长此以往,他们的想象力、批
判性思考等思维品质势必会被消磨殆尽,最终,他
们会因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技术至上”的
盲目追随者,甚至是“单向度”的、缺乏全面发展的

个体。
其二,Sora等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可能会解

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地位。与过去不同,互
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

局面,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的代言人。借助Sora

等数字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以被拆

解成短小精悍、碎片化的形式。在当前时空交融、
场景化传播的环境下,学生可以频繁地进行场景

切换,使得师生之间的交流与认同逐渐减弱。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知识权威逐渐被消解,乃至教

师角色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

(三)“废心”风险:“娱乐至上”导致主

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在泛娱乐化盛行的时代,Sora作为一种技术

手段,其本质属性是商业性质的,这使得其不可避

免的带有迎合和取悦受众的倾向。为了迎合人们

的喜好,Sora等人工智能借助自身强大的技术优

势,将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视频精准投放给受

众,使得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主流

意识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消解。
其一,Sora带来的视觉震撼,无疑可能会对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泛娱乐化的风险。传

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系统性原则对学科进行

循序渐进地推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更好地对

学生进行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引导和启发,能
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而在So-
ra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他更多的是以直

接的内容生成的形式呈现出来,因而使得课堂内

容过于依赖表面的感官吸引,通过人为的娱乐元

素和激励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显得更具

有“吸引力”,从而营造出一种良好愉悦的课堂氛

围的假象。因此,在视频化的趋势下,课堂上的教

育内容可能逐渐沦为“娱乐至上”的“附庸”,失去

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学生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深

度和内涵,而是被思想政治教育的“华丽包装”所
吸引,形成了表面化的关注。

其二,Sora技术所创造出的“虚幻视觉”可能

会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各种西

方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和不良信息伴随着不同信

息载体具有极难辨识的伪装性,对于尚处在思想

观念和价值观念形成期的学生影响广泛,使其产

生认知偏差,很容易被网络舆论中未被证实和不

知真伪的信息带偏,从而进行跟风评论,甚至西方

意识会渗透并侵蚀其萌芽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理

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

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13]。以Sora等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其信息来源层面而言,可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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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混杂着大量不真实的信息。Sora的内容生

成主要是源自于庞大的数据库和模型,这些资源

涵盖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因而其

所传播的内容质量就会良莠不齐。西方国家可能

会“别有用心”地利用Sora,在对其进行大规模预

训后,Sora有可能会形成精确且高效的虚假信息

传播机制,从而进一步将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

态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且大学生群体对于信息

的甄别能力尚有不足,因而他们在使用Sora时,
很容易受到这种动态图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技术矫正:Sora之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优化路径

(一)机制优化:规范生成内容,增强技

术批判能力

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为
了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其创新性,并持续赋能思想

政治教育,要建立数据制度的“红线”和师生技术

素养的“高地”,两者相互配合治理,保持思想政治

教育的方向性,进而促进智能思政的进一步向前

发展。
其一,明确权责边界,建立数据制度“红线”。

要在Sora采集数据、使用数据、输出数据等各个

环节中明确权责边界,建立健全一整套精细化的

归责体系,确保数据处理的各个环节制度化、规范

化,并为可能出现的合规争议提供坚实的法律支

撑。一方面,国家应加快制定并不断完善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抓紧制定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立法规

划,为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依据,
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政府要顺应人工智能发展

大势,根据现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等相关法规,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

研究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相融

合,为 主 流 价 值 观 指 导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提 供 依

据 [14]。
其二,增强技术批判能力,打造师生技术素养

“高地”。在Sora的视频可视化时代,我们不仅要

看到它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大趋势,也要清楚

地看到师生囿于视觉冲击的“舒适区”,亟须提升

师生的技术批判能力。具体来说,一方面,作为教

学活动主体的教师,既不能盲目对技术过于依赖,
成为技术的附庸,也不能一味地排外,不愿接受智

能化教学的新事物。教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So-
ra技术仅仅只是一个技术工具和教学辅助手段,
在恰当使用Sora技术的同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关爱学生,增强师生之前的情感交流。另一方

面,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在利用Sora技术的

同时,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甄别能

力。数字时代,大学生群体通过Sora等智能技术

进行学习、娱乐的占比大,时间长,但是情绪情感

很容易被大数据所裹挟。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要

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对Sora生成的内容和

推送的信息能够去其糟粕,去伪存真,激发学生对

于信息来源的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实践能力,
以及大学生个体的自我意识。此外,高校也可以

通过开展相关的技术培训或者利用工作坊,提高

他们对于技术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让师生更

好地了解和使用Sora,使Sora能够更好的为思想

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实现其教育价值。

(二)以人为本:矫正技术导向,规避技

术越位风险

Sora等人工智能正在以“类人”的思维方式

去关心学生。这种情感在无形中可能会内化为学

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进而发挥着重要的驱动

作用。但是,一旦Sora技术被资本利用,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学生,这会使学生失去对事物本身

的思考和价值判断,不利于当代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
其一,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人机协同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15]。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中,
很容易迷失在技术的炫目和便捷中,但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因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优化Sora等技

术缺陷,克服“算法推荐”导致的大学生知识面窄

化的问题。利用Sora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

习,虽然能够提高教学效果,但是通过数据地图为

学生推荐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窄化学生的知识面,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

而,需要优化Sora技术支撑和结构,纠正、改善以

往的算法推荐技术,将有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创
造性的内容融入到算法推荐技术之中,使其能更

好地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二,确定技术介入的标准,预防融合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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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技术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往往由

于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

能会出现技术滥用等泛化趋势,甚至Sora技术可

能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度介入,替代教师的角

色,导致教育过程失去人文关怀和人性温度。这

会在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很容易陷入技术至

上的误区,认为技术越先进,教学效果就越好。显

然,这种观念是片面的。无论Sora技术如何先

进,它都只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工具之一。在使用

Sora技术时,需要明确Sora技术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融合限度,确定Sora技术介入的相关标准和

算法逻辑,防止Sora在科技加速进步和资本裹挟

的背景下陷入肆意滥用的境地,最终出现Sora技

术越位的风险。

(三)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情

感价值认同

在Sora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二者

不是简单直接地叠加,而是应当在坚持以思想政

治教育为主导的基础上,以Sora作为辅助手段来

发挥作用。在Sora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置于Sora的算法逻辑

架构之中,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它涵盖了世界观、政
治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多个方面,这些教

育内容本身就深深地蕴含着现代社会的价值导

向。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副有效的

“解药”,能够化解数智技术发展中可能带来的异

化风险。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Sora及其他的技术的运用应服务于思想政治教

育,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树人的核心目标。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

认可的价值追求。在Sora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

入智能算法的设计逻辑中,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力量,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避免技术发展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工具理性过度倾向,力求科技和

教育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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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Effectiveness,RiskAssessment,andOptimizationpathof
Sorafor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

CHENDandan
(SchoolofMarx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2,China)

Abstract:Theemergenceofthenewgener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Sora,will
bring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to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Theestab-
lishmentofSora,atext-to-videoAIgeneratormodel,withitspowerfulinformationintegrationand
simulationofthephysicalworld,acceleratesthedynamicconnectionofvariouselementsof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enhancestheeffectivenes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meetsthe
intelligenceneed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bjects.However,Soraalsocarriessignificant
“destructiveeffects”,asitstechnologicalflawscanleadtoriskssuchasthedisseminationoflow-qual-
itycontent,theobscuringofhumansubjectivity,andtheerosionofmainstreamideology.Inorderto
adapttothechangesbroughtaboutbySorai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promotethedeep
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two,itisnecessarytostandardizethegenerationofcontent,im-
provetechnicalcriticalabilities,correcttechnicalorientation,avoidtechnicaloffsiderisks,consolidate
valueconsensusandenhanceemotionalvalue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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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inHebeiProvinceundertheBackgroundof

“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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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ereducationinHebeiprovinceislargebutnotstrong,andthedisadvantagesare
obviousinthetworoundsofuniversityselectionofnational“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Accord-
ingtothenational“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goalsandthetworoundsof“world-classdisci-
pline”selectioncriteria,thispaperdeeplyanalyzedthegapanddeficiencyof“doublefirst-class”con-
structionofuniversitiesinHebeiprovince.Inordertospeedupthe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class”u-
niversitiesand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inHebeiprovince,policyrecommen-
dationsareputforwardfromvariousperspectives,includingimplementingthecultivationoftheNationalSci-
enceandTechnologyAward,establishinga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platform,increasing
specialfinancialsupport,promotingtargetedsupportfromtopuniversities,preciselyintroducingleadingtal-
entsindisciplines,establishing“doublefirst-class”disciplinespecialzones,servingthedevelopmentneedsof
leadingindustriesinHebeiProvince,optimizingandadjustingthestructureandlayoutofdisciplinesandma-
jorsinuniversities,andcomprehensivelyimprovingtheinternationalizationlevelofuniversities.

Keywords: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Hebeiprovince;highereducation;high-quality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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