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技术时代情感计算教育应用的
隐忧、优化和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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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智能技术时代，作为关键技术的情感计算通过赋能教育数字化主体、对象、场景和评价反

馈，能有效地推动情感教育发展。然而，当情感计算被嵌入教育数字化技术后，情感教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自主性缺失、感知迷失、数字焦虑和安全隐私风险等隐忧，有待从人机互动、价值引导、算法模型和隐私保护

立法等层面加以优化。情感计算未来应用需挖掘海量的情感语料库，构建情感大语言模型，与脑神经科学、

跨文化交际等学科交叉融合以加强情感的识别、判断与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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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育中，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情感状态

和对知识获取的程度依赖量化考评，但他们是否认

可教育理念和方式，很难判定；对知、情、意、行等

的情感教育评价更复杂，更难以操作。因此，作为

一种感知、判断情感状态的人工智能技术，情感计

算受到广泛关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皮卡德

（Picard，1997）认为，情感计算是人机交互研究的重

要方向，指利用计算机识别、理解、表达和反馈人

类情感。本文通过情感计算内嵌的深度学习、机

器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技术手段，捕捉、提取、分析

和反馈教师与学习者的情感信号，增强情感教育

（黄雪英，2023），但情感教育也因此存在自主性缺

失、感知迷失、数字焦虑和安全隐私风险等隐忧，

需要从人机互动、价值引导、算法模型和隐私保护

立法等层面加以优化。相关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大

语言模型的情感语料库，与脑神经科学、跨文化交

际等学科交叉融合，从而扩展行业应用前景。 

一、风险与隐忧

科学技术既具有推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也存在

风险与隐忧共存的一面。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也

是如此。一般而言，教育偏重感性，数字偏重理性，

情感计算则有效地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然而，情

感计算在数字化教育的多元化环境中也不可避免

地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与隐忧。 

（一）过度依赖情感计算技术可能导致个体自

主情感缺失

作为维系人类生命意识的情感能够被计算这

一事实，表明计算已经用另一种生命形态与人类交

织在一起（李建会，2004）。然而，人类的生命活动
 

[收稿日期]2024-05-07　　　[修回日期]2024-08-28　　　[DOI编码]10.13966/j.cnki.kfjyyj.2024.06.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2 年度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经验研究”（22ZDA089）。
[作者简介] 熊亮，博士，助理研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

向：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理论（xiongliang2327@163.com）。

[引用信息] 熊亮（2024）. 智能技术时代情感计算教育应用的隐忧、优化和未来走向[J]. 开放教育研究，30（6）：66-71. 

第 30 卷  第 6 期 开放教育研究 Vol. 30, No. 6
2024 年 12 月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Dec. 2024

· 66 ·

mailto:xiongliang2327@163.com


并不只是计算。计算作为辅助性的工具存在，不能

替代人的主体意义的情感存在。情感是意识自我

绽放、自我存在的表现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判断

感知的情绪反应，是自我朝向他者的开放性。正是

这种开放性，使得意识自我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等能够被激发绽放出来（张志平，2024），
这是人的情感本质所在。一般而言，情感主要表现

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情

感表达。它来自于人的第一反应，表现为在学习过

程中对某一知识或信息的直观理性表达。第二层

次是褒义与贬义的情感表达，也就是人对学习的方

式和成效所表达的情感状态，是一种对正负能量的

表达。第三层次是人类特有的高阶情感表达。这

是人对自我情感的反思表达，如骄傲、羞愧、尴尬、

内疚、罪恶等。

智能技术时代，“以人为本、育人润心”的教

育本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数字化技术如何强化

情感育人的方式。然而，技术的过度渗入和对技术

结果的过早期待，极易导致学习者对情感计算的过

度依赖。这样，情感计算就可以通过手机和其他数

字设备束缚个体的自主情感。例如，文本情感计算

可以简单便捷地提取教师与学习者的文本信息；语

言情感计算可随时提取他们的语言，并在短时间作

出判断；面部情感计算能在短时间对学生的知识掌

握情况作出反馈。这样，情感计算技术可以从不同

维度识别、表达和合成个体的情感，并反馈给教育

互动的双方，而个体的情感表达易在情感计算机器

面前失去主体性，导致情感意义的异化。自主情感

缺失的教育很容易成为机械式、平面式和单一性

的灌输式教育，这与智能技术时代教育应具有的主

动性、创造性和能动性等情感属性格格不入。相

应的后果缘起于情感计算滥用，是教育改革需要警

惕的重要方面。 

（二）过度崇拜情感计算数字符号可能引发感

知迷失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传统教育空间场景转型，

实现线下与线上、现实与虚拟、时间与空间的交叉

结合，智能、泛在和融合学习成为教育数字化的重

要理念和数字学习场景转换的重要方式。情感计

算嵌入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优化学习生态，也

能在多场景中增强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情感互动。

这主要体现在：

1）捕捉课堂环境中学习者的情感信息。情感

计算为课堂环境营造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设备要求。

目前很多高校正在通过改进课堂环境硬件处理课

堂信息，增强即时反馈，如利用摄像头采集面部表

情、手势、抬头、身体姿势等行为数据分析学习者

的学习情感状态。这种方式易操作且直观可见，是

大多数研究者常用的工具方法。2）识别和判断在

线学习平台中的情感信息。长期以来，缺乏面对面

的互动交流、平台信息不对称和情感缺位等问题，

易导致学习者在线学习成效不高。通过情感计算

分析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平台评论跟帖信息，教师可

以了解学习者的情感表达，从而更好地提高在线学

习成效。3）提取和分析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相结

合的情感信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已成为数字

化课堂教学技术改进的重要方式，也是学习者比较

感兴趣的学习平台。由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技

术营造的积极有效的场景环境，不但可以增强学习

者的互动参与的积极性与互动性，从而习得更多的

知识点，而且可以增强他们的高级学习情绪情感，

沉浸式地体验知识点的内在逻辑结构、互动交流

的情绪价值和对未来的憧憬，有效提升学习效率。

在教育数字化环境中，数字符号是情感计算的

基础。然而，对数字符号的过度崇拜容易引发数字

幻象，主要体现在：

1）情感计算所表达的数字景观导致学习者对

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的情感观望。在智能化

工具所打造的数字空间中，数字景观内嵌有主流意

识形态的隐性话语，容易幻化学习者对精神生活的

想象，使其误把数字主流意识形态、道德标准和消

费需求当作真实世界的存在，导致现实与理想的脱

节。2）情感计算所表达的数字叙事可能导致学习

者对知识真假的认知错位、对学习方式的主动放

弃和对学习目的的无措迷茫。这可能使学习者对

认知失去判断，甚至否定与质疑学习本身的意义。

3）情感计算所获取的数字容易导致学习者对数字

符号价值指称的误判，并且对真、善、美缺乏正确

的认知。虽然情感计算可以赋予学习者感性、立

体的审美视觉，满足其个性化订制学习的需要，但

真、善、美的情感意蕴往往使学习者陷入美化的数

字幻象，可能导致其在对数字符号的盲目崇拜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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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中失去对真、善、美的艺术感知。 

（三）情感计算信息信号被遮蔽可能带来数字

焦虑

作为数字技术嵌入式改变的重要领域，数字教

育实践活动无时不在与数字发生关联。情感计算

在提取情感信息信号的同时，也不断生成海量的数

据信息，教师与学习者也因此可以不断获取信息。

然而，由于算法的隐蔽性和非透明性，数字信息所

衍生的海量信息信号会使师生产生焦虑，包括教师

的情感会不会被窃取、学习者的情感反应会不会

被利用、教育的成效会不会被算计等。同时，在持

续的技术输出和平台交往中，数字焦虑会蔓延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并在数字技术的联结效应下扩散为

持续性和集体性的负向情绪（陈谭等，2024），从而

不可避免地产生群体性的数字焦虑倾向。

海量数据信息和智能算法推送所引发的数字

信息泛滥，使得教师与学习者每天生活在数字信息

的海洋里，成为重复数字信息的搬运工，也会因没

有及时关注信息而陷入数字焦虑，引发人内心的焦

躁与厌烦，以致出现海德格尔的“座架”、福柯的

“监控”和韩炳哲的“精神异化”等现象。数字

焦虑在一定意义上是智能技术对人精神的异化，教

师与学习者面对应接不暇的数字信息而失去正常

的闲暇时间，精神世界也被侵蚀，进而忽视教育愉

悦心理的真实意义。 

（四）个体情感隐私被侵犯可能造成信任危机

作为一种利用计算机对人类情感进行提取、

认知、判断和决策的技术，情感计算不可避免地触

及个体情感世界。个体情感世界属于个人的隐私，

关系到人身、财产和自由等权利。情感计算应用

的主要假设是推断内心的真实情感，并以此为基础

作出决策（王禄生，2021）。当情感计算提取的信息

被用于失当决策时，极易导致个体情感被操控，即

技术平台基于情感识别完成对特定对象的信息投

放，并通过利用、控制或影响其情绪的手段操控特

定对象的情感决策而获得利益（褚婧一，2023）。
智能技术时代，教师通过情感计算提取和分析

学习者的情感，理解其学习状态、学习方式和学习

成效，但所提取的情感信息会涉及他们的个人信息、

生活兴趣和个人偏好，这些信息包括文本、语音、

面部表情和生理信号等。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机

构或者个人获取，很容易成为 AI画像和视频的对

象而被暴露在公共场域，对个人的情感隐私构成危

害，导致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信任危机。 

二、优化策略

数字时代是情感能量爆炸时代（鲍金，2023），
而数字化教育是情感与教育交织相融的过程。数

字计算技术对情感的激发与调动越充分，其风险与

隐忧就可能越突出。正因为如此，优化情感计算的

嵌入应用成为数字化教育的必要举措。 

（一）强化情感计算技术在人机交互中的自主

情感交流

自 1997年皮卡德提出情感计算以来，情感计

算已成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如果说图灵所解

决的问题是智能机的意识架构问题，那么皮卡德解

决的则是智能机与情感交互的问题。在人机智能

化交互中，拟人化的情感叙事需要人的非理性情感

介入，每一步程序的设定和系统按钮的制动，与操

作者的情绪、价值偏好和审美判断有着内在的勾

连。因此，人机交互学习需要主观性情感因素的介

入，不能完全依赖机器计算的情感。

在传统课堂，教师很难通过情感计算的单模态

技术分析学习者的特定情感，判断其满意与否。在

智能技术支持的课堂，多模态情感计算技术无论在

准确率还是效率上都具有显著优势（D’Mello et al，
2015）。多模态情感计算技术通过捕捉学习者课堂

学习的文本、语音、视频和表情等特征，可理性地

计算他们的内心情感，使教师能直观掌握学习者的

情绪状态。教师通过数字化平台添加的情感状态

栏目可提取、比对和反馈学习者的情感，综合分析

他们的学习状况，快速调整教学知识与方法，增强

人机交互的情感交流。

一般而言，教师与学习者的情感语义越丰富，

机器计算的语料也越充分，这就需要双方加强交互。

在人机交互中，情感互动与交流的价值区分不是绝

对的。相比于积极情绪会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Knoerzer et al，2016），消极情绪在复杂学习过程中

也是有利于学习的（D’Mello et al，2014）。情感计

算在人机交互中可从支持情感识别、表达与反馈

等诸方面满足个性化教学需求，促进个性化教学的

开展（余淑珍等，2024），从而通过教师与学习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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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互动满足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的个性化情感

需要。 

（二）增强情感计算教育的数字信息感知引导

无论是线下课堂教学环境还是线上智能学习

平台，教育数字化都可以让教师与学习者双方愉悦

地表达和评论观点。在海量的数据平台资源中，教

师只有综合运用文本情感计算、语音情感计算、面

部表情符号和生理符号等技术强化情感的层次性，

才能全面辩识学习者的情感情绪状态。教育管理

部门要加强情感计算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普及，既合

理利用情感计算技术，又规避情感计算带来的技术

依赖，实现教学相长。这主要体现在：1）教师科学

地传递数字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警惕数字景观

带来的信息泛化、过度消费和道德失范行为，让学

习者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树立正确的主流意识形

态观念；2）教师通过数字工具强化知识内容的数字

意义，在数字平台上直观、立体和多样化地传递知

识内容；3）教师利用情感计算讲好“数字强国”

“教育数字化”等故事，通过深化情感计算技术与

教育数字化关联的关键技术向大中小学生传递真、

善、美的价值理念，让教育数字化更便捷高效。 

（三）优化算法的伦理道德模型弱化数字焦虑

优化算法主要指通过捕捉情感信号对各类算

法进行归类、推理、判断和决策，更好地将情感计

算运用到各类应用场景。这需要强化对公民数据

的合法保护。在这方面，欧洲联盟（2018）颁布了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控制者在获取个

人数据时，需证实处理过程的公正和透明，在必要

情况下，还应当向数据主体说明数据运用的逻辑以

及该种数据处理的重要性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我

国颁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将数据权利界定为一种产权，确

认了数据权利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由此可见，

只有公正和透明的数据才能得到法律认可。算法

优化也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使数据双方形成共

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教师与学习者的情感信号捕捉的速度、效率和频

率依赖于算法的优化，并构建算法的解释权，增强

算法的透明度，规避算法黑箱行为。此外，情感计

算嵌入教育评价的算法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单一的评价模型。这体现在情感计算的全过程：

1）提取教师与学习者的情感信号。教师与学

习者在教与学过程中所表达的满意与不满意、喜

与怒等情感表征，既成为学习过程评价的重要内容，

也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2）识别教师与学习者的

情感表达。学习者学习某一知识后所表现出的自

信，是教师教学成效的重要展现。情感计算技术要

及时感知、捕捉、提取教师与学习者的情感表达。

3）判断教师与学习者情感合成情况。在皮卡德（罗

莎琳德•皮卡德，2005）看来，计算机产生情感的能

力包含五种成分：情感的行为、快速的第一性情感、

认知产生的情感、情感经历和身心相互作用。情

感计算对教师与学习者情感合成的判断需把两者

的情感行为开展综合分析，才能掌握他们的情感状

态，进而判断他们对评价互动的满意度，弱化情感

情绪的数字焦虑状态。

政府管理部门要建立情感信号“技术向善”的

伦理模型，数据输入、编程语言和结果输出必须得

到教师与学习者的许可，算法模型需要嵌入正能量

的情感情绪。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师生的数字焦虑，

并对数字信息进行有效的正向反馈，使算法模型在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赋能作用。 

（四）加强数字情感隐私保护立法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深

入发展，数据要素成为要素分配的重要形式，相关

立法已日趋成熟。非理性情感的信息提取涉及公

民的隐私信息，部分隐私信息关涉财产安全和自由

权利，这些都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加以保护。对数字

情感的立法保护既有助于强化公民对数字及数字

平台的信任，也有助于促进公民理性逻辑和非理性

情感的有效结合。政府管理部门应将公开透明作

为情感计算的应用原则，执行严格的信息公开制度，

严格审查对教师与学习者的文本、语音、视频、面

部表情和其他生理信号特征等的提取，并作出集体

民主决策。另外，作为一项关键性技术，政府需要

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使用者实行监控，防止技术

的滥用带来权力的膨胀现象。 

三、未来走向

情感计算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试图探索

人机交互领域的情感难题，这也是弱人工智能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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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的关键一步。情感是人类日常生活的

基础，在人类判断、感知和决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情感计算可识别、生成和合成人的情感情绪状

态并将其嵌入各行各业，在更大范围内为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服务。 

（一）情感计算技术赋予大语言模型海量的情

感语料库

以 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横空出世，对

机器语料库的生成、输出、释义和情感表达都将产

生深远影响。情感计算技术在大语言模型中的应

用主要用于对文本话语的情感理解和生成，旨在弥

合人类情感与机器理解之间的差距。未来，大语言

模型可能被赋予更多的情感语料库。大语言模型

规模大，对所有参数实施情感语料微调并不现实，

这就需要指令式微调，即在大语言模型的输入序列

中添加人所具有的情感情绪状态栏。利用情感计

算技术将挖掘的海量情感情绪状态输入大语言模

型状态栏，大语言模型就可以生成有情感的文本内

容，逐渐解决文本生成缺乏创意的问题。 

（二）情感计算技术加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开发

智能技术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健康风险是心

理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 2022年发布的《世界精

神卫生报告》显示，全球约 10亿人正遭受各种心理

和精神疾病的困扰（世界卫生组织，2022）。作为中

枢神经的大脑调节着人的心率、表情和情绪状态，

情感计算是大脑调节心理健康的重要技术。

当前，情感计算技术已介入心理健康教育领域，

即通过脑电图、功能磁共振成像和正电子发射断

层扫描等技术，反馈诊断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

供心理康复的对策与建议。未来，情感计算技术可

加速脑神经科学在情感领域的开发研究，通过分析

收集的信号精准识别人的情绪状态，预判诊断可能

出现的情感状态和相应的行为并及时给予诊疗。 

（三）情感计算技术识别跨文化的情感交流

随着人口迁移日益加剧，跨文化交流成为人与

人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

的习俗习惯，存在文化交流障碍、语言信息不对称

和个性化差异等问题，人与人之间因此易产生情感

隔阂。同时，智能化工具助力的线上交流，加剧了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情感计算技术可以通过

跨文化情感识别与跟踪，分析不同习俗习惯人们的

情感状态特征，构建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情感共同

体。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

1）识别人的面部结构差异，即利用情感计算技

术采集不同地区人的面部结构差异特征并进行情

感归类，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情感参考；2）辩
识不同地区人口的共性情感表达，即利用情感计算

技术对不同地区人口的情感表达开展共性分析归

类，如情感的强烈程度、情感的含蓄程度等，增进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了解，更好地表达话语情感；

3）提取多重文化背景信息，即利用情感计算技术提

取并归类跨文化领域中多重文化背景内嵌的信息，

从而判断跨文化共同特征。比如，在外交场合，不

同国家的外交人员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观点和立场，

其中就内嵌多重情感的文化信息。情感计算技术

可通过综合分析这些文化信息，消弥跨文化关系的

隔阂与疏离，从而更好地促进情感交流。 

（四）情感计算技术推动行业发展

当前情感计算技术正逐渐嵌入智能机器，使智

能及其拥有对情感的识别、分析、理解、表达的能

力（之江实验室，2022）。随着智能机器在行业的广

泛应用，情感计算技术将迎来发展高潮。在数字经

济领域，情感计算可帮助企业了解和分析消费者的

情感状态，将其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潜在需求相

匹配，进而遴选目标人群、进行产品的个性化设计、

精准化营销等，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在智能服务领

域，情感计算可通过解读客户的情感实现产品的营

销；分析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情感状态，提升工作效

率；识别老人的情绪状态进行情感陪护等。在金融

科技领域，股票、期货、基金等金融投资很大程度

上来自于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而情感计算技术

可有效快速地分析投资者的情绪状态并预判金融

投资的走向。在创意创作领域，情感计算可提取数

字化文本、语音、图片和视频等的情感，并赋予音

乐、诗歌、舞蹈以及话剧等情感元素，丰富创意作

品的情感内涵。另外，情感计算技术在信息安全、

虚拟现实和跨境电商等行业也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这需要研究者优化情感计算技术，归类情感情绪的

多重表达，作出更加精准的情感识别、判断与决策，

高质量地服务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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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Concerns, and Strategies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XIONG Liang1,2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ffective  computing  enhances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by empowering its primary subjects, objects, scenes,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integrating  affective
computing  into  digital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nevitably  bring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oss  of
emotional  autonomy, confusion  in  emotional  perception, digital  anxiety, and  risks  to  security  and
privacy.  Therefore, strategies  must  be  implemented  at  various  levels  to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th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including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value  guidance, algorithmic  model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legislation.  On  this  basis,
affective computing will further mine massive emotional corpus, build up an emotional language model,
and integrate with brain neuroscie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identify,
judge, and  make  decisions  on  emotions, thus  promot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range  of  industry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affective  computing；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motional cognition；privacy protection

熊亮. 智能技术时代情感计算教育应用的隐忧、优化和未来走向 OER. 2024，30（6）

· 71 ·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07.htm

	智能技术时代情感计算教育应用的隐忧、优化和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