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 :关键争议、促进方法与未来议题
——UNESCO《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指南》报告要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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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研究理论层面存在顶层设计缺乏、监管框架缺位、政策框

架缺失等问题，实践层面缺少相对科学完善的应用指南、监管认证工具、创新实施方法和行动措施，严重削弱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制约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和研究融合创新

发展的进程。文章采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法，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

用指南》的发布背景和研究目的，从人本主义批判视角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争议和伦理风险，构建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的政策框架，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创新应用的促进方法和未

来关注议题。文章最后结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政策规划制定进行了思考，以期为我国加速推

进教育数字化，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和研究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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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通用人工智能给教育教学带来机遇，也存在风

险。例如，多数国家缺乏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

的国家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速度远超国家监

管框架的制定速度，使得用户数据隐私缺少法律保

护，而教育机构也基本没有准备好验证这些生成式

人工智能教育工具。因此，学界亟需探明生成式人

工智能会引发哪些争议和伦理风险？这些争议和

伦理风险会给教育带来何种影响？如何构建生成

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的政策框架与创新方

法？未来应重点关注哪些议题？中国生成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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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应用研究目前仍处初级阶段，主要侧重赋

能教育变革、发展机遇、伦理风险、规避路径等

（张黎等，2023；尚智丛，2023；林国浒等，2023；王立

群等，2022）。理论层面存在顶层设计缺乏、监管

框架缺位、政策框架缺失等问题，实践层面缺少科

学完善的应用指南、监管认证工具、创新实施方法

和行动措施（卢宇等，2023），严重削弱了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全方位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在此关键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 9
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全球指

南》（简称《指南》）（UNESCO，2023），旨在支持各国

实施即时行动、规划长期政策和发展人的人工智

能，以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人为本。《指南》

可为我国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政策总体规划

提供参考。本研究介绍了《指南》的发布背景和目

的，从人本主义批判视角探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

发的关键争议和伦理风险，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育和研究应用的政策框架、创新方法和未来关

注议题，探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政策

规划的创新路径。

 二、争议与伦理风险

 （一）数字贫困加剧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大数据和计算能力，但

这些创新大多只适用于少数国际科技公司巨头和

少数经济体（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因此，大

多数科技公司和国家（尤其是南半球的公司与国家）

无法创造与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随着获取数据

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人数字发展变得日益重要，那

些无法获取足够数据的国家和人民将陷入“数据

贫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先进国家和地区

的快速普及，加速了数据生成和处理，也加剧了人

工智能财富向北半球集中，将导致数据贫困地区在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更加落后，并面临被

GPT模型嵌入的标准“殖民化”的长期风险。目

前的 ChatGPT模型是根据在线用户数据训练而成

的，这些数据反映了北半球的价值观和规范，并不

适用于南半球数据匮乏地区或北半球弱势地区。

 （二）超越国家法规的适应性

科技公司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往往作

为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尽管人工智能行业呼

吁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创

建和使用的立法落后于其快速发展的步伐，这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或地方机构在理解和管理法

律、道德问题方面面临的挑战。虽然生成式人工

智能可以增强人类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但国家对

推广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的数据监管有限。这就

提出了监管问题，特别是在获取和使用国内数据方

面（包括当地机构和个人的数据及在某一国家产生

的数据）。因此，适当立法，以便地方政府机构能够

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确保对其作为公共产品开展

治理，变得非常必要。

 （三）未经同意使用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是由大量数据构建而成

的，这些数据通常来自互联网，没有获得所有者的

许可。许多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和代码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因此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此外，

GPT可能违反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法律，

因为某一数据一旦被 GPT模型纳入训练，就不可

能从该模型中删除。

 （四）无法解释的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通常是“黑匣子”，不是“透明”

或“可解释”的，也不可能知晓其输出是如何确定

的。虽然人工神经网络的总体方法（包括所使用的

算法）通常是可解释的，但特定模型及其参数（包括

模型的权重）是不可检查的，这就是人工神经网络

生成的特定输出无法解释的原因。例如，ChatGPT-
4模型有数十亿个参数或权重，由于参数或权重的

不透明，人们无法解释这些模型的特定输出方式。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其缺乏透明

度和可解释性问题日益严重，经常产生意想不到或

不符合用户预期的结果。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模

型继承并延续了训练数据存在的偏见。鉴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模型的不透明性，这些偏见很难被发现

和解决，这也是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问题的关

键原因。如果用户不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是

如何获得特定输出的，他们就不太可能愿意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

 （五）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污染互联网

GPT训练数据多来自互联网，经常包含歧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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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语言偏见，开发者不得不设置“护栏”，以

防止 GPT输出具有攻击性或不道德的内容，但由

于缺乏严格的法规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生成式人工

智能生成的有偏见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污染了

大多数学习者的学习内容或知识来源，这对没有扎

实先验知识的年轻学习者来说风险更高。这也给

未来的 GPT模型带来了递归风险，这些模型将根

据 GPT模型创建的从互联网上抓取的文本进行训

练，其中也将包含偏见和错误。

 （六）对现实世界缺乏理解

文本 GPT有时被称为“随机鹦鹉”，它可以

生成令人信服的文本，但文本通常包含错误或有害

的陈述。这是因为它只重复数据训练中发现的语

言模式，从“随机”模式开始，但不理解其含义，这

就像鹦鹉可以模仿声音而不真正理解所说的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看起来”理解所使用和生

成的文本，但“现实”是它们不理解语言和现实世

界。这两者间的脱节可能给未来教育带来严重风

险。事实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既不基于对现实世界

的观察，也不基于科学方法，更不符合人类或社会

价值观。它无法生成关于现实世界、人与社会关

系、人与物体关系或人与技术关系的真正新颖的

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看似新颖的内

容是否可以被视为科学知识有争议。

 （七）减少意见的多样性

ChatGPT往往只输出标准答案。如果某些单

词频繁出现在训练数据中，ChatGPT很可能会在其

输出中重复它。这可能限制和破坏多元观点与多

元表达思想的发展。数据贫乏人群（包括北半球的

边缘化社区）的网上数据很少或有限。因此，考虑

到基于互联网网页和社交媒体对话数据的预训练

方法，GPT模型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弱势人群。

 （八）产生更深层次的深度造假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改变或操纵现有的图

像或视频，生成难以与真实图像区分的假图像或假

视频。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制造这些“深度造假”

和“假新闻”变得越来越容易。换句话说，生成式

人工智能容易做出不道德和犯罪行为，比如传播虚

假信息、宣传仇恨言论，以及在人们不知情或未经

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的面部融入到完全虚假甚至

有损形象的电影中。

 三、政策框架

 （一）促进包容、公平、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存在包容性

问题。具体而言，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不能通

过设计促进公平、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它们将

无法帮助解决教育的根本挑战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4，除非它具有包容性（无论性别、种族、特殊教育

需求、社会经济地位、地理位置、流离失所状况等）。

为此，《指南》建议采取以下三项政策措施：

1）确定哪些是没有或无法负担互联网连接或数

据的人，并采取行动促进连接和提升其数字能力，以

减少人们获取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所面临的障碍；

建立可持续的资助机制，为残疾或有特殊需求的学

习者开发和提供支持人工智能的工具；推广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支持所有年龄、地点和背景的终身学

习者。2）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验证标准，确保

数据或算法不存在性别偏见、对边缘群体的歧视或

仇恨言论。3）制定和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包

容性规范，并实施制度措施，能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

性；相关规范应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在 GPT
模型训练中包括多种语言数据（特别是当地或土著

语言数据），以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响应和生成多语

言文本的能力；规范和制度措施应严格防止人工智

能提供者有意或无意地删除少数民族语言或歧视土

著语言使用者，并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停止

推广只涉及主流语言或文化规范的系统。

 （二）保护人类能动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复杂，关键的危险是它有

可能削弱人类的能动性。越来越多的个人用户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写作或其他创造性活动，这

会造成无意中的依赖，影响人类智力技能的发展。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挑战和扩展人类思

维，但它不应篡夺人类思维。设计和采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时，保护和增强人类能动性始终是核心。

《指南》建议：1）告知学习者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

从他们那里收集的数据类型和数据使用方式，及其

可能对教育和生活产生的影响。2）保护学习者作

为个体成长和学习的内在动机。在使用日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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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背景下，加强人类研究、

教学和学习方法的自主权。3）防止生成式人工智

能剥夺学习者通过观察现实世界和实验、与他人

讨论、独立逻辑推理等发展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

的机会。4）确保充分的社交互动和适当接触人类

产生的创造性产出，防止学习者沉迷于或依赖生成

式人工智能。5）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最大限

度地减少作业和考试的压力，而不是加剧压力。

6）咨询研究人员、教师和学习者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看法，并利用反馈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根据机构

规模部署特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鼓励学习

者、教师和研究者批评和质疑人工智能系统背后

的方法、输出内容的准确性以及它们可能强加的

规范。7）在作出高风险决策时，防止将人类应承担

的责任转嫁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三）监控和验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系统

开发和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符合设计伦理。

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投入使用，人类需要对其整个

生命周期进行监控，包括考虑其伦理风险、教学的

适当性和严谨性，以及对学生、教师和课堂或学校

关系的影响。《指南》建议采取以下五项行动：

1）建立验证机制，测试教育和研究使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系统有无偏见（特别是性别偏见），以及它们

是否接受代表多样性（性别、身体状况、社会和经

济地位、种族和文化背景以及地理位置）的数据训

练；2）解决知情同意问题，尤其是在儿童或其他弱

势学习者无法真正知情同意的情况下；3）审核生成

式人工智能输出是否包括深度造假图像、虚假新

闻或仇恨言论，如果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了不

适当的内容，教育机构和教育者愿意并能够采取迅

速而有力的行动加以缓解或消除；4）教育或研究机

构正式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前，应对其进

行严格的伦理验证（即采用设计伦理的方法）；5）机
构应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会对学生造

成可预测的伤害，对目标学习者的能力具有教育效

果，并符合教学原则（即符合相关知识领域和预期

的学习成果、价值观的发展）。

 （四）培养学习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技能

培养学习者人工智能能力是在教育及其他领

域安全、合乎道德和有意义地使用人工智能的关

键。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

2022年初，只有约 15个国家制定并实施或正在制

定政府认可的学校人工智能课程。生成式人工智

能最新发展表明，每个人都需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

面达到适当的素养水平，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广

义上是如何工作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做到

这一点，《指南》提出了迫切需要采取的五项行动：

1）致力于为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

终身学习提供政府批准的人工智能课程，内容涵盖

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正确和创造性地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的技能；2）支持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加强培养适需

的人工智能人才计划；3）在发展先进的人工智能能

力方面促进性别平等，并建立性别平衡的专业人才

库；4）跨部门预测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化导

致的国家和全球就业变化，并根据需求的预期变化，

在各级教育和终身学习系统提高学习者面向未来

的技能；5）为可能需要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

公民提供特别方案。

 （五）培养教师和研究者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关于政府将人

工智能用于教育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 7个国家

（中国、芬兰、格鲁吉亚、卡塔尔、西班牙、泰国和土

耳其）已经或正在制定针对教师的人工智能框架或

培训计划。只有新加坡教育部声称，正在建立以

ChatGPT教学应用为中心的在线知识库。这表明，

大多数国家的教师没有机会获得在教育中使用人工

智能的结构化培训，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的

培训。因此，为让教师作好负责任和有效地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准备，各国需采取以下行动：1）根据

当地情况制定或调整指导方针，帮助研究者和教师

使用广泛可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指导新的

特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设计；2）保护教师和

研究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权利及其实践价值，

分析教师在促进高阶思维、组织人际互动和培养人

类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作用；3）定义教师所需的价值

取向、知识和技能，以便有效、合乎道德地理解和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使教师能够创建特定的基

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促进学生课堂学习及教

师专业发展；4）动态评估教师在教学和专业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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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所需的能力，将新兴的人工智

能价值观、人工智能理解和人工智能技能整合到在

职及职前教师培训的能力框架与计划方案中。

 （六）提倡多元观点和思想的多元表达

生成式人工智能既不理解提示，也不理解响应。

其响应是基于训练模型从互联网数据中发现的语

言模式的概率。为解决其输出的一些基本问题，新

方法包括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库和推理引擎

连接起来。然而，由于工作方式、原始材料和开发

者隐含的观点，从根本上讲，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其

输出中再现了主流世界观，忽略了多元观点。因此，

如果人类文明要蓬勃发展，人们必须认识到，生成

式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的知识来源。由

此，《指南》强调，用户需要批判性地看待生成式人

工智能输出，尤其是：1）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

种快速但依赖的是不可靠的信息来源。虽然基于

大型语言模型的工具和插件是为了支持访问且利

用经过验证的最新信息而设计的，但目前还没有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工具是有效的；2）鼓励学习者

和研究者批判性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回答，

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通常只重复既定或标准的

意见，忽略了多元意见以及思想的多元表达；3）为
学习者提供从试错、实证实验和对现实世界的观

察中学习的机会。

 （七）测试当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模型

并建立累积证据库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主要基于北半球的

信息，南半球和土著社区的声音代表性不足。利用

综合数据才能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当地社区，

特别是对南半球社区背景和需求敏感。《指南》指

出：1）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设计和采用是战略性

规划的；2）激励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者瞄准开放式、

探索性和多样化的学习；3）根据教育优先事项，扩

大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的循证案例；4）指导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触发研究创新，包括利用计算

能力、大规模数据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为改进

研究方法提供启发；5）评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

研究的社会和伦理影响；6）建立基于实证教学研究

和方法的具体标准，验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有助

于提供包容性学习机会、达成学习和研究目标以

及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7）采取迭代方式，搜

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和伦理影响的证据；8）分
析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环境成本（如训练

GPT模型所需的能源和资源），并制定人工智能提

供商要实现的可持续目标。

 （八）以跨部门和跨学科方式探究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长期影响

跨部门和跨学科方法对在教育和研究中有效

和合乎道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至关重要。采

取跨部门和跨学科方式，才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键挑战，在持续利用和累积收

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长期

负面影响。这包括：1）人工智能提供者、教育者、

研究者、家长和学生代表合作，对课程框架和评估

方法进行全系统调整，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潜力并降低风险。2）汇集跨部

门和跨学科专业知识，即教育者、研究者、学习科

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

共同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和知识生产、研

究和版权、课程和评估以及人类合作和社会动态

的长期影响。3）及时提供建议，为法规和政策的迭

代更新提供信息。

 四、促进方法

 （一）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创新应

用的战略

教育和研究机构应制定、实施和验证适当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战略和道德框架，以指导使用者负

责任和合乎道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以满

足教学、学习和研究的需求。《指南》建议采取以

下策略：

1）道德原则的制度实施：确保研究者、教师和

学习者负责任且合乎道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并严格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2）指导和培训：为研究者、教师和学

习者提供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与培训，

确保他们理解数据标签和算法的偏见等伦理问题，

遵守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3）发展生

成式人工智能“提示工程”能力：除特定学科知识

外，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学习提示工程方面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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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能批判性地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提示。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是复杂的，研究者

和教师必须接受高质量的培训和支持。4）在书面

作业中检测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抄袭：学生可能

将不是自己写的文章冒充为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

新型“抄袭”。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商应在其输

出上标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水印，开发识别人

工智能生成文件的工具。当下可以通过人工严格

检测维护学术诚信并加强问责制。长期战略应是

各教育机构和教育者重新思考书面作业的设计，布

置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不能做但

人类能做的任务，包括将同情心和创造力等人类价

值观应用于复杂现实的挑战。

 （二）以人为本、适合教学的互动方法

研究者和教育者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时，应优先考虑人类能动性，以

及人类与人工智能工具间负责任、适合教学的互

动。这包括：1）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应有助于

满足人类需求，并使学习或研究更有效；2）教育者

和学习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应基于他

们的内在动机；3）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过程

应由人类教育者、学习者或研究者控制；4）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及其生成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应与学

习者年龄、预期结果以及目标知识（如事实性知识、

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或元认知性知识）或目标

问题（如结构良好问题或结构不良问题）的类型相

称；5）使用过程应确保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

效互动以及促进人类高阶思维的发展，明确人工智

能生成的内容、教学或研究策略的准确性及其对

人类行为的影响。

 （三）共同设计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

教育和研究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使用

自上而下的方式，也不应受商业驱动。相反，它的

安全和有效使用应由教师、学习者和研究者共同

设计。《指南》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研究、促进

教学、指导自学语言和艺术基本技能、促进探究学

习和项目学习、支持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五个方

面，提出了由六个维度组成的设计框架（见表 1）：
适当的知识或问题领域、预期结果、适当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和比较优势、对用户的要求、人性化

教学方法和实例提示及伦理风险。

 五、未来议题

 （一）未知的伦理问题

日益复杂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将引发更多

的伦理问题：

1）机会和公平：可能加剧现有技术和教育资源

获取的差距和不平等；2）人际关系：可能会减少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学习中存在的社会情感；3）人
类智力发展：可能会通过提供预定的解决方案或缩

小学习体验范围来限制学习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这就需要调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对年轻学习者

智力发展的长期影响；4）心理影响：模仿人类互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对学习者产生未知

的心理影响，引发人们被操纵的可能性的担忧；

5）隐藏的偏见和歧视：随着更复杂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系统被开发并应用于教育，它们可能会基于训练

数据和方法产生新的偏见和歧视，从而导致未知的

和潜在有害的输出。

 （二）版权及知识产权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迅速改变科学、艺

术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消费。未经版权持有

人许可，擅自复制、传播或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侵犯了版权持有人的专有权，可能导致相关违法后

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可能会被指控侵犯

版权。最近的案例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模仿加拿

大歌手德雷克和威肯创作的新歌“心在我袖上”

（Heart On My Sleeve）吸引了数百万听众，但由于版

权纠纷而下线。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框架要求

提供商承认和保护模型使用内容所有者的知识产权，

但生成作品的所有权和原创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

战性。这种可追溯性的缺乏引发人们对保护创作者

权利和确保其智力贡献得到公平补偿的担忧，教育

领域需要负责任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三）内容和学习来源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正在改变教学内容的生

成和提供方式。未来，通过人工智能对话产生的内

容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可能会

进一步削弱学习者对基于人类创建和验证的资源、

教科书和课程教育内容的直接参与。生成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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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同设计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应用

应用类型
潜在但未
经证实的
用途

适用的知识
或问题领域 预期结果

适用的生
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
和比较优

势

对用户的要求 需要人性化教学方法
和实例提示 伦理风险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用
于研究

人工智能研
究大纲顾问

结构良好的研
究问题

提出和回答研究问题，
建议适当方法。潜在转
变：研究规划一对一教
练

评估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
具是否可在
当 地 访 问 、
开源、经过
严格测试或
权威机构验
证；进一步
考虑任何特
定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
的优势和挑
战，并确保
其正确满足
特定的人类
需求。

研究者须对主题有基本
了解，应该培养验证信
息的能力，尤其是能够
检测不存在的研究论文、
文本的引用和问题回
答。

研究问题定义的基本思
路（如目标受众、问题、
背景），以及方法、预期
结果和格式。实例提示：
为 [ 主题 x] 写下 10 个
潜在研究问题，并根据
它们对 [ 研究领域 y] 的
重要性排序。

警惕生成式人工智
能 编 造 信 息 （例 如 ，
不存在的研究出版
物）以及用户复制和
粘贴生成研究大纲
的高风险，这可能会
减少初级研究者从
试 错 中 学 习 的 机
会。

生成式数据
探索者和文
献审稿人

结构不良的研
究问题

自动收集信息，探索广
泛数据，提出文献综述
草案，并自动化解释部
分数据。潜在转变：用
于数据探索和文献综述
的人工智能培训师

研究者须在数据分析的
方法和技术方面有扎实
知识。

问题的渐进定义、数据
范围和文献来源、用于
数据探索和文献综述的
方法以及预期结果及其
格式。

警惕人工智能生成
虚假信息、数据处理
不当、侵犯隐私、未
经授权的分析、性别
偏见、主导规范的传
播及其对替代规范
和 多 元 意 见 的 威
胁。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促
进教学

课程共同设
计者

教学主题的概
念性知识和教
学方法的程序
性知识

协助课程设计过程，确
定课程结构；通过提供
问题和评估准则的例子
帮助教师准备测试与考
试。潜在转变：人工智
能生成的课程

教师须理解并说明希望
课程或测试涵盖和实现
什么内容、解决程序性
知识还是概念性知识，
以及应用何种教学理
论。

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问
有关主题事实知识的结
构和示例、教学方法和
过程，或基于主题和格
式创建课程包或课程计
划。
人类课程设计者需验证
事实知识，并检查课程
包的适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强
加主导规范和教学
方 法 的 风 险 很 高 。
警惕生成式人工智
能延续有利于数据
丰富群体的排他性
做法，加剧数据贫乏
群体获得高质量教
育机会的不平等。

作为助教的
生成式聊天
机器人

结构良好问题
中跨多个领域
的概念知识

提供个性化支持，回答
问题并确定资源。潜在
转变：生成式助教双胞
胎

需要学习者有足够先验
知识、能力和元认知技
能来验证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输出并注意错误信
息。因此，它可能更适
合高等教育中的学习
者。

教师能清楚地理解问题，
监控对话，帮助学习者
验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提
供的可疑答案。

警惕错误信息的风
险和限制学习者获
得人类指导和支持
的机会，阻碍牢固的
师生关系发展，这对
儿童来说尤其令人
担忧。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作
为 一 对 一
教练

一对一语言
技能教练

语 言 学 习 （包
括会话练习）

通过提供母语或外语的
反馈、纠正和建模，让
学习者参与会话练习，
帮助其提高听、说、写
技能。潜在转变：一对
一初学者语言教程

学习者须达到与生成式
人工智能系统独立对话
的年龄，具有与人工智
能系统进行对话的内在
动机，能够对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建议采取批判
性方法，并检查它们是
否准确。

人类教师可以引导学习
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来请求反馈，以改
进、纠正发音或写作示
例。实例提示：让我用
某语言进行对话，帮助
我不断进步。提出一些
想法帮助我写某主题。

警惕对文化不敏感
或语境不准确的语
言，以及刻板印象或
文化偏见的无意延
续。如果没有适当
的教学策略模拟学
习者内在动机，可能
会限制孩子的创造
力和独创性，导致公
式化写作。它也可
能限制现实生活中
的互动、多元观点、
多元表达和批判性
思维的机会。

一对一艺术
教练

音乐和绘画等
艺术领域技术
技能

提供个性化支持，回答
问题并确定资源。潜在
转变：一对一初级艺术
教师

学习者须有创作艺术或
音乐的初始目标，对艺
术或音乐领域的关键要
素有基本了解，以及分
析艺术作品或音乐作品
的基本能力。

人类教师应要求学习者
比较人工智能工具生成
的艺术作品与自己的艺
术作品，鼓励学习者发
展和应用其想象力与创
造力。实例提示：给我
提一些建议启发我创作
关于某主题 /想法的图
像。

可能会使儿童接触
不适当或冒犯性的
内容，从而可能侵犯
儿童获得保护和幸
福的权利。

一对一编程
或算术教练

初级概念编程
知识和技能以
及基础数学的
学习

支持自主学习基本编码
知识和技能，发现学习
者编码中的错误并提供
即时反馈，以及定制问
题答案。潜在转变：一
对一初级编程教师

学习者须有使用编码的
内在动机，以及使用编
程语言的一些基本知识
和技能。

教师应教授基本知识和
技能，激励学习者使用
计算思维和编程解决问
题。实例提示：提出一
些不寻常的编码想法。

警惕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反馈和建议的
准确性、阻止学习者
发展计算思维技能
和能力，以发现和定
义有意义的编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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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文本的权威外观可能误导没有足够先验知识

的年轻学习者。学习者参与未经验证的内容是否

应该被视为“学习”也是有争议的。由此产生的

对二手信息的关注也可能减少学习者通过直接感

知和体验真实世界、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开展实

验和发展常识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构建知识的机会。

 （四）同质化反应与多样化和创造性输出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缩小了多元叙事的范围，因为

其输出倾向于代表和强化主流观点。由此产生的知

识同质化限制了多元化和创造性思维。教师和学生

越来越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寻求建议，这可能

导致回应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削弱了独立思考和自

续表 1

应用类型
潜在但未
经证实的
用途

适用的知识
或问题领域 预期结果

适用的生
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
和比较优

势

对用户的要求 需要人性化教学方法
和实例提示 伦理风险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促
进 探 究 学
习 或 项 目
学习

苏格拉底的
挑战者

结构不良的研
究问题

让学习者参与对话，联
想到苏格拉底对先验知
识的质疑，从而发现或
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
潜在转变：一对一苏格
拉底对手

学习者须达到与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独立对话
的年龄、具备先验知识
和能力，检查呈现的论
点和信息是否准确。

教师可以准备一份逐渐
深入的问题清单，作为
学习者适应提示的例子。
学习者可以从宽泛的提
示 开 始 。 实 例 提 示 ：
“让我参与苏格拉底式
对话，帮助我从批判性
角度看待某主题”，然
后通过越来越精细的提
示逐渐加深对话。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可能会产生类似
或标准的答案，限制
学习者接触不同观
点和替代观点，导致
“回音室效应”，阻
碍 学 习 者 独 立 思
考。

项目学习顾
问

科学或社会研
究中结构不良
的研究问题

通过帮助学习者开展项
目学习支持知识创造（
扮演人工智能研究大纲
顾问）。潜在转变：一对
一项目学习教练

学习者可作为初级研究
者，规划和实施项目学
习、须达到能够独立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
的年龄、有动机和能力
参与自主的项目式学
习。

教师引导学习者要求生
成式人工智能为教育系
统的监控和验证问题提
出基本的研究思路，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开展文献综述，收集和
处 理 数 据 ， 并 创 建 报
告。

没有扎实先验知识
和验证答案准确性
所需能力的学习者，
可能会被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提供的
信息误导。它还可
能限制学习者与同
伴的讨论和互动，减
少合作学习机会，从
而损害其社会发展。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支
持 有 特 殊
需 求 学 习
者

学习困难的
会话诊断

因心理、社会
或情感问题而
面临学习困难
的学习者

利用自然语言参与确定
有心理、社会或情感问
题或学习困难的学习者
的需求，以便为其提供
相关支持或指导。潜在
转变：为有心理、社会
或情感问题或学习困难
的学习者提供一对一的
初级顾问。

教师或专家需确保生成
式人工智能提出的建议
是准确的。

教师或辅导员需提供舒
适环境，让学习者参与
对话，以诊断心理、社
会或情感问题或学习困
难。

可能会在不经意间
误诊学习者面临的
挑战，导致提供错误
支持。

人工智能辅
助工具

有听力或视觉
障碍的学习者

通过为音频或视频内容
提供支持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字幕或手语翻译，
以及为文本或其他视觉
材料提供音频描述，满
足学习者的获取需求，
并支持其获取特定学科
知识。潜在转变：一对
一个性化人工智能语言
辅助工具。

教育者须帮助学习者访
问并学习如何操作生成
式人工智能工具，确保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
输出真正支持学习者，
而不会加剧他们面临的
挑战和偏见。

需测试生成式人工智能
平台或工具的可访问性，
使用前识别并解决可访
问性问题。生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只能提供对内
容的访问，教育者和辅
导员应专注提高学习者
的学习质量和社会福祉。
教育者和辅导员需教会
学习者根据自己的能力
创建语音或文本提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
台产生的字幕或音
频描述不是专门为
支持视觉或听觉而
设计的，通常是不准
确的，可能会误导有
特殊需求的学习者，
无意中强化已有的
偏见。

面向边缘化
学习者的生
成式放大器

帮助少数民族
的边缘化学习
者发出和扩大
他 们 的 声 音 、
在线参与和开
展合作社会研
究

提供实时翻译、改写和
自动纠错，支持边缘群
体学习者使用自己的语
言与来自不同语言背景
的同龄人交流。潜在转
变：面向边缘化学习者
的包容性大语言模型。

学习者应对对话或合作
学习的主题有独立见解，
能够作出负责任和非歧
视性的贡献，避免仇恨
言论。

教育者应为学习者设计
有关社会或文化主题的
研究和写作任务，或组
织在线研讨会或跨文化
合作，以激发学习者产
生想法和分享观点。

需识别和纠正人工
智能翻译和释义中
可能导致跨文化误
解的错误。这种使
用可为边缘化学习
者提供放大其声音
的机会，但不会触及
数据贫困的根本原
因，因此无法使人工
智 能 工 具 去 殖 民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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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探究的价值。书面和艺术作品中潜在的同质化表

达会限制学习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的替代视

角。生成式人工智能供应商和教育者需要考虑教

育 GPT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开发和用于培养创造

力、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其他高阶思维技能。

 （五）反思评估和学习成果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评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

们对学习者在书面作业中作弊的担忧。它不仅可

以生成相对完善的论文、散文以及令人印象深刻

的艺术作品，还可以通过某些学科领域的考试。因

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学习的

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和验证学习，教育者、

政策制定者、学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批判性

讨论需要考虑以下学习成果：

1）价值观：确保以人为本的设计和技术使用所

需的价值观是数字时代重新思考学习成果及其评

估的核心。教育目的的确定需明确技术与教育之

间关系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规范视角，学习成果

及其评估和验证需要不断更新，以应对包括人工智

能在内的技术在社会中日益普及的使用。2）基础

知识和技能：即使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比人类做

得更好的能力领域，学习者仍然需要良好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基础识字、算术和基本科学素养仍将

是未来教育的关键。教育工作者需定期重审这些

基本技能的范围和性质，以反映日益丰富的人工智

能环境。3）高阶思维技能：学习成果需要包括支持

人类与人工智能协作和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输出的

高阶思维与问题解决所需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

包括理解事实和概念知识在高阶思维中的作用，以

及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批判性评估。4）与人工

智能合作所需的职业技能：在人工智能可以比人类

做得更好并且日益自动化的领域，人类学习者需要

培养能开发、操作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

新技能。总之，要重新设计学习成果和教育评估以

反映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职业技能。

 （六）思维过程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和研究影响的长期议

题是人类能动性和机器间的互补关系，即人类是否

有可能将基本思维和技能交给人工智能，进而专注

于基于人工智能输出高阶思维技能。例如，写作通

常与思维结构联系在一起，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人类可以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结构良好的大

纲开始，而不是从头开始规划目标、范围和大纲。

一些专家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描述

为“无需思考的写作”。随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辅助工具被广泛采用，现有获取和评估写作技能

的方法有待更新。未来，写作学习可能侧重于培养

计划和编写提示的技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

的批判性评估、高阶思维，以及基于生成式人工智

能大纲的共同写作。

 六、思考和借鉴

 （一）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的政策

框架，动态更新相关法律政策体系与措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将直接影响教育理

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也可能引发安全危机和

隐私保护等问题。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我国需

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教育实际，构建生成式人工

智能教育和研究的政策框架，动态更新相关法律政

策体系。

首先，明确法律定位和责任认定。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多模态性等特点使国内

外对其定位颇具争议，我们应以法律的形式具体分

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定位（姚志伟等，2023）。另外，

责任主体划分不明确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

监管存在滞后性，难以划分算法设计者、数据集权

利者和用户与最终生成内容的关系（朱嘉珺，2023），
这就要求在法律制定中，不能采用一刀切模式，要

遵从多元化原则。其次，法律制定秉承风险预防原

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新迭代迅速，现有的法律法

规可能存在滞后性，这就需要采取风险预防原则，

提高对技术风险的识别和定位能力，评估可能产生

的风险，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最后，法律

制定要软硬兼施，兼顾产业健康发展和打击违法犯

罪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平衡与鼓励生成式人工智

能产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法律法

规，对违法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姚志伟等，2023）。
 （二）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的监管

框架，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与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可使教师从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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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繁琐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回归育人主业；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有助于推动学习空间泛

在化，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但新技术的引入总会

伴随风险，这就需要从多角度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育和研究的监管框架。

首先，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法律框架。我

国已先后颁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但这些特定措施缺

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需要“建立稳定、持久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法律框架”（张璐，2023）。其次，

设立独立监管机构。为有效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我国应设立独立监管机构，明确其职责

范围和任务，包括审查、评估和监督的合规性和质

量，处理投诉和违规行为等。为保证机构的权威性

和专业性，监管机构应独立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人

员可由专业人士、学者、教育从业者、家长等多方

代表组成。最后，对掌握前沿技术的大型科技公司

进行严格监管（黄宁燕，2023）。这包括建立法律法

规，明确大型科技公司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

权利和义务，规范其行为，防止其滥用权力和侵犯

用户权益；加强信息公开，公开算法和数据处理方

式，增加透明度和信任度。

 （三）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伦理规

避机制，扩大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可持续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给教育和研

究者带来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会引发教育公平、

人性化互动缺乏、算法歧视、隐私泄露等伦理问题。

因此，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的伦理规避

机制迫在眉睫。

首先，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面向全体师生

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基础服务，确保技术人人可及，

尽可能减少不公平现象（杨宗凯等，2023）。其次，

为了规避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可能会对学习

者的人际关系、智力发展和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

要坚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人的主体性和

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更加重视对教育主体数字素

养的培养（张黎等，2023）。最后，针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存在的算法歧视与偏见，研究者和社会大众应

给予正确引导，引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人员审慎

地训练模型；学校教育工作者需商讨如何恰当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学生避免接触偏见性知识，并

且在使用前反复测验，确保课堂教学健康持续；教

师应提醒学生脱离惯性思维与认知，敢于提出疑问，

与社会大众分享观点，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的可持续性（王佑镁等，2023）。
 （四）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研究的实证

研究，助力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体系的构建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规范应用的

关键在于积极开展实证研究，深入了解并解决生成

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潜在问题。

首先，加快学科建设，推动智能教育发展。这

包括深入研究教学、学习、教研等场景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边界，围绕教育减负、能力提升、

素养培育、个性发展等需求，出台面向不同场景和

对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打造智能教育场

景应用示范，并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质

量审核机制（杨宗凯，2022）。其次，积极开展实证

研究，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效果。高校

相关研究项目可引入龙头企业共建共享，实现多元

合作和产教映射，将本地教学数据与合作企业的云

端数据整合成网络安全人才培育大数据子集，根据

实际需求，持续动态调整机制和更新数据（王磊等，

2023）。最后，加强跨学科合作，促进智能教育革新。

这包括建立跨学科的合作机制，探索智能教育发展、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规律，推动信息科学、认知科

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与教育的交叉融合，研究

算法黑箱、算法可解释性、深层次学习分析等问题，

认识智能教育的学习机理（刘三女牙，2022）。
 （五）构建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培训

机制，赋能教师智能教育素养与技能提升

目前仍有教师缺乏正确的观念，制约技术效能

的持续发挥（赵磊磊等，2023）。为更好发挥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潜能，我国要重视教师培训，建设更灵

活的教育体系。

首先，教师要提升利用智能技术协同育人的能

力（张惠，2023）。为了有效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

教育生态，教师需要提升智能教育素养，认识到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价值。在制定培训机制的过

程中，教师应与专家协作探讨如何有效应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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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具，以有助于教师改善教学。其次，教师要提

升人文关怀，将“人”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

打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传递垄断，将人文、情

感和道德教育融入课堂，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的能力。

相关的培训机制包括建立教师数据素养共同体，提

升教师数字技能，同时警惕工具滥用，以免侵犯教

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宋晔等，2023）。最后，教师要

借助智能技术创新教育模式，探究人工智能应用新

格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用于优化教师培训，为培

训课程提供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学习材料，助力教师

熟练掌握新技术，提高其信息化教学能力。此外，

我国还要建立教师考核机制，鼓励教师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开展信息化教学（张一春等，2023）。
 （六）构建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研究的培

训机制，推动学生主体意识的个性化培养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没有

改变教育以人为本的思想（曹培杰，2018），然而，学

生对智能技术的甄别和驾驭能力普遍较弱（赵磊磊

等，2023）。因此，我国有必要构建相关培训机制，

个性化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首先，在技能培训方面，教育管理部门要鼓励

相关科研部门或高校研发人工智能新技术，大力开

发以学生为本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体系（贾积有等，

2023）。其次，在学生学业述评方面，教育机构应结

合新一代智能技术，深度分析数据中包含的有关学

生认知、学习能力与方式、对教师的喜爱程度等信

息，精准掌握学生实际学业水平（周东波等，2021）。
当前已被广泛推广并应用的人脸识别、图像分类、

语音对话等信息采集和分类技术，可用于拓展信息

来源和提高信息准确度，将教育评价系统全面地移

植到学情分析中，实现实时和针对性反馈。最后，

在智能化学习服务方面，教师要遵循学生为主、智

能为辅的原则，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和谐共处

（何文涛等，2023），即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交

互的特点，丰富学习者的知识获取途径与应用场景，

助力学习者随时随地体验高质量的知识与信息输

入（郭炯等，2019），为学生创建安全的学习环境。

[ 注释 ] 

①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 UNESCO（2023） .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EB/OL].  [2023-10-03].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guidance-generative-ai-

education-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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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olicy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Path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Key Points and Reflections of UNESCO's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LAN Guoshuai1， DU Shuilian1， SONG Fan1， XIAO Qi1，
 ZHONG Qi2 & QI Chuny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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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roblems exist in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such as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lack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lack  of  policy  framework, and  lack  of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lack  of  field-tested  application  guidelines, regulatory  certification  tools, innovativ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action measures seriously weakens the ability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to comprehensively enabl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se problems restrict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wi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pplication. By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purpose of UNESCO's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ritic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controversies and ethical risks caused by generative AI, constructs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methods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concerns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Guide to the
policy  planning  of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I wi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GPT；ChatGPT；generative AI；educational generative AI；educational GPT；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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