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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规约简论

苟 学 珍

渊重庆大学 法学院袁 重庆 400044冤

[摘 要] 智能时代袁在教育数据被不断挖掘并服务于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袁引发了数据安全的问题遥 而伦理规约或

可成为实现教育数据安全的一种有效方式遥 为此袁文章以教育数据伦理为基本视角袁借助于文献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

式袁探讨了伦理规约在教育数据安全保障中的需要与可能遥 研究发现袁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在伦理层面有较强

的诉求袁这种诉求通过制度伦理尧伦理制度尧德行伦理三个向度得以对外表达遥 然而袁当下面临着法律制度供给质量不

高尧伦理嵌入不足袁教育数据安全伦理共同体缺失尧未形成伦理规则袁德行培育滞后尧制度教化缺位的伦理困境遥 需要从

法律制度的供给及其伦理嵌入尧伦理共同体的塑造及伦理制度建设尧德行培育的强化及德行养成方面寻求出路袁助益教

育数据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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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智能时代袁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袁

正在重塑教育的日常实践[1]遥然而教育数据在服务教育

信息化尧 现代化变革的同时袁 也产生了数据安全的问

题遥 教育数据在产生尧收集尧存储尧开放尧使用和管理等

各个环节均面临严峻的安全隐患袁未经授权的访问尧披

露尧破坏尧篡改尧删除和非法使用等袁对教育数据安全产

生拷问时也侵犯了个人隐私遥对此袁研究者们热衷于从

技术和法律两端提供应对方案遥 技术层面如注重区块

链安全保障技术[2]尧基于联邦学习的教育数据挖掘隐

私保护技术[3]尧信息安全技术[4]等的运用袁法律层面如

建议出台叶教育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曳叶教育大数据应

用发展指导意见曳叶教育大数据权利法曳等[5]遥

大数据通常都会引发与数据共享和使用等相关的

伦理问题[6]袁且各数据主体间因其道德相关性而对大数

据所引发的超网络道德连锁效应负有伦理责任[7]遥 因

此袁向善的尧野有用无害冶的伦理规约对教育数据安全的

作用不容忽视遥其实袁早在 2019年袁法国国民教育和青

年部就建立了野教育数据伦理委员会冶袁并将野更好的保

护和更高的价值冶原则确立为教育数据战略的基石遥从

研究现状看袁既有研究从教育数据伦理本体论与价值

论[8]尧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原则[1]尧教育数据治理

的伦理架构[9]尧教育大数据伦理诉求的实现 [10]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袁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但针对性地对教育数

据安全的伦理诉求及表达尧伦理困境及出路的研究较

少遥即便对教育大数据引发的隐私侵害等伦理问题进

行了关注[11]袁依旧无法有效回答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

实现遥因此袁本文以教育数据伦理为视角进行分析袁尝

试寻求一条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规约出路遥

二尧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及表达

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不仅具有较强的伦理诉求袁

而且这种诉求会通过一定的伦理秩序得以对外表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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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

教育数据安全袁主要指教育数据及其数据系统没

有受到威胁尧危险尧危害或损失袁也就是确保教育数据

在产生尧收集尧存储尧开放尧使用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不

被任意使用尧泄露尧修改尧破坏等遥 而教育数据伦理则

是野对教育数据产生尧采集尧存储和分析利用过程中所

应秉持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的理性审视冶[8]遥主要包

括了数据和教育的伦理遥 其中袁数据的伦理是以向善

的尧有用无害的追求为价值取向袁将隐私作为数据规

则尧共享私人信息保持机密尧数据可能破坏野身份冶为

原则的伦理诉求[12]遥 教育的伦理在于对人本的追求袁

而非以技术为中心的野生产制造冶过程[13]遥 即强调数据

之于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袁将教育大数据带来的理性

之原尧育人之善在伦理的反省和深思中显现出来[14]遥

从教育数据安全与伦理规约的关系看袁 教育数据

安全所蕴含的诸如隐私保护尧人格尊严尧教育安全等

伦理价值袁使得教育数据在安全方面具有伦理上的诉

求遥 将教育数据安全问题置于道德评价范畴袁其伦理

价值是在教育数据安全之客观属性与人们的主观需

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15]袁主要体现为更有效的数据

利用和更严格的安全保护袁因此大部分教育数据安全

的问题可以诉诸伦理规约来解决遥 与法律和技术相

比袁伦理规约尽管为一种软性约束袁但基于伦理规约

对教育数据野善冶的尧有用无害的要求袁使教育数据生

产尧采集尧储存和分析利用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都将受

到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层面的约束和限制遥这种源自

伦理的软性约束袁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数据面临

的被任意使用尧用户隐私遭受侵害尧个人信息频频被

泄露尧个人信息被修改渊篡改冤尧数据储存终端被破坏

等各类安全问题遥例如当教育数据的管理主体受到伦

理的限制时袁 出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或外部制度的约

束袁其滥用教育数据尧泄露教育数据尧贩卖教育数据等

危害数据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约束遥

根据教育数据伦理的核心范畴袁 安全的伦理诉求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院第一袁数据的伦理袁即数据生

成尧 记录和共享等过程中对善及有用无害的追求曰第

二袁算法的伦理袁即教育人工智能在分析尧解释与重新

组合数据时保护用户信息隐私的伦理曰第三袁实践的

伦理袁即负责任的创新与安全使用的伦理曰第四袁教育

的伦理袁即向善的追求袁也就是以人为本袁关注教育

权尧教育责任尧教育德行尧教育公正[9]和对教育目的尧教

育价值的伦理追求遥 从结构要素上看袁教育数据安全

的伦理诉求包括主体野有用无害冶的内生性诉求和以

野责任担当冶的外发性诉求袁客体野数据权利冶的内生性

诉求和野制度保障冶的外发性诉求[10]遥 因此袁教育数据

安全的伦理诉求袁是在尊重教育核心价值与规律的基

础上袁对数据的安全产生尧采集尧存储尧共享和分析利

用中所应秉持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的理性追求遥

渊二冤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表达

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袁需要符合相应安全需

求的伦理秩序对外表达遥 伦理学上袁伦理秩序可分为

伦理规范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9]袁其中伦理规范秩序

依靠制度的力量得以实现袁而道德心灵秩序主要依靠

德行修养实现遥而伦理规范秩序所依靠的制度又可分

为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袁前者指那些隐含于非伦理的

制度中的伦理要求曰后者则是一种制度化了的伦理要

求袁主要指那些已经明示了的道德规范渊命令冤等遥 道

德心灵秩序主要指主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信念等袁需

要德行伦理予以承载遥 因此袁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

求袁可通过制度伦理尧伦理制度和德行伦理三个向度

分别对外表达遥

1. 制度伦理向度的表达

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袁 离不开制度的外部性保

障遥一般而言袁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通过伦理反思袁符

合道德原则与伦理价值遥 以法律制度为例袁法律作为

最低限度的道德渊耶林语冤袁通常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

才有被信仰的可能遥 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以

野良法冶进行野善治冶遥 基于法律制度的强制力袁蕴含于

法律制度之内的那些伦理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

更容易实现遥因此袁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袁可通过

法律制度的伦理嵌入袁借助于正式制度予以实现遥 也

就是在数据安全的立法中袁通过嵌入伦理要求袁借助

于法律的激励与惩罚功能袁保障教育数据的安全遥 具

体而言袁各参与主体行为边界尧享有的权利与负有的

责任有哪些尧其行为背后的影响是什么袁以及包括数

据应用权限尧隐私界限等这些内容都应由相应的法律

制度所规定[9]遥为此袁需要将数据生命周期中与安全相

关的伦理诉求嵌入到教育数据安全的制度体系中遥

2. 伦理制度向度的表达

伦理制度是野把原本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尧道德

命令等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

作的道德规范冶[16]遥 伦理制度在特定群体内生成袁基于

人性中对野群冶的依赖感袁群体通过制度影响个体行为

具有可能遥群体内成员之间互相评价与认可的舆论压

力袁 使得群体成员对这类道德规范的遵守度相对较

高遥 教育数据安全主要涉及的群体有教育群体尧教育

管理群体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群体以及教育中

介组织等遥尽管各群体对教育数据安全所负的伦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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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同袁 但在该群体内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共

识遥例如袁对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工程师群体而言袁作

为一个职业共同体袁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从业者具有

约束力的道德要求遥 在此意义上袁可通过伦理制度的

建设与完善袁助力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遥如 2018年欧

盟叶人工智能曳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冤规定野确保欧盟

具有与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相适应的伦理和法律框

架冶[17]袁将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并列遥

3. 德行伦理向度的表达

德行作为主体自身的道德境界袁是道德要求尧伦理

规范的一个逐渐主体化的过程袁 主要依靠个人内在德

行修养实现遥德行伦理因具有内在性尧自律性与超越性

而对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遥 道德建设的更为根本的

任务袁 是塑造出具有完全的道德意义的德行伦理[16]遥

在此意义上袁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离不开对德行伦理

的塑造遥 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袁归根结底是对数

据安全中各责任主体德行伦理的一种拷问遥只有主体

内心对教育数据安全形成某种确信袁方能在实践中注

重对数据安全的保护遥 例如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袁在

通过运用大数据进行教育管理活动时袁如果内心对学

生尧教师等数据主体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持敬畏

与守护之心袁对维护国家数据安全有充分的责任与热

爱之心袁在使用和公开数据时自然会外化为具体的行

动袁进而保障教育数据的安全遥

三尧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困境

通过教育数据安全在伦理层面的对外表达形式

可知袁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

制度伦理尧伦理制度以及德行伦理三个向度遥

渊一冤制度伦理向度的困境

从数据保护的普遍视角看袁当下我国数据安全的

法律制度已有成效遥 以 叶国家安全法曳叶网络安全法曳

叶数据安全法曳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曳 以及

工信部叶电信和互联网行业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曳等为宏观架构的制度供给体系袁在整体上回应了

数据安全的制度需求遥但也有缺憾袁如叶数据安全管理

办法曳于 2019年完成征求意见袁但至今仍尚未公布实

施袁同时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曳也尚处于

草案的讨论和送审阶段遥 从教育数据保护的特殊性

看袁教育数据安全领域袁除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曳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叶教育部机关

及直属事业单位教育数据管理办法曳渊简称叶教育部办

法曳冤外袁至今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政策文件出

台遥 专门法律制度的缺失袁使得教育数据安全的制度

伦理难以形成袁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缺乏有效的外部

性保障遥

教育数据安全制度的供给不足且质量较低遥实现

教育数据安全的方式袁是将有用无害尧最大利用与最

佳保护等符合数据安全预期尧 尊重数据主体隐私尧保

护个人信息的伦理要求以权利义务尧行为责任的方式

通过法律等制度予以呈现袁具体化为法律对数据挖掘

要求尧开放和应用权限尧隐私界限等遥 但从既有制度

看袁野知情要同意冶规则要求难以实现尧数据安全的权

责分工不明确尧数据应用权限尧隐私界限等规定不统

一[9]遥这就使得泄露身份信息尧侵犯隐私权利等现象频

发袁但缺乏相应的制度来规制遥 尽管叶教育部办法曳规

定了野各负其责冶的教育数据安全基本原则袁即在教育

部的统筹管理尧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袁教育数据的采集尧

储存尧共享尧公开和安全管理袁由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

业单位分头实施袁各负其责袁并就教育数据的公开采

取了权利人同意规则袁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教育部机

关及直属事业单位遥 在教育条块管辖的现状下袁该办

法对省级及以下教育主管机构尧其他机构和个人数据

主体均无法适用遥

渊二冤伦理制度向度的困境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结合袁会改变社会契约尧缔造

新型社会关系袁进而引发道德关系尧价值等的变化袁需

要构建新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18]遥 英国在 2018年更

新的叶数据伦理框架曳渊Data Ethics Framework冤袁对数据

伦理的相关原则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袁 为各数据主体提

供了一个具有相对可操作性的伦理指导[19]袁野人工智能

欧洲造冶(AI Made in Europe)计划中两大关键原则首位

便是野设计伦理冶渊Ethics by Design冤[17]遥同时袁2019年欧

盟发布的 叶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曳渊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冤中规定了可信赖尧安全可

靠的人工智能包括安全性尧隐私数据管理尧社会福祉尧

问责机制等 7个条件袁同时将野有用无害冶确立为基本

原则[20]遥对此袁我国也并没有选择漠视遥事实上袁为推动

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设袁 我国已成立了国家科技伦

理委员会袁 委员会在伦理制度形成尧 细化伦理审查规

则尧强化科技伦理监督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遥

伦理共同体的缺失是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制度

建设困境的根源遥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尽管已经成

立袁但尚未促进形成相关科技伦理制度遥 就算形成了

相应的科技伦理制度袁依然是面对整个科技创新领域

的袁教育数据安全的特殊之处容易被忽视遥教育领域袁

目前我国教育行政管理群体尧教育群体尧教育中介群

体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群体等袁除了 2014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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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外袁均尚未成立相应的数据

伦理委员会袁或者教育数据安全委员会等数据伦理机

构遥 我们知道袁伦理制度的形成无法依靠国家立法机

关等正式公权力机构来实现遥伦理制度中的野制度冶二

字并非指正式制度袁作为一种对群体中道德共性的提

炼袁这里的野制度冶从实质上看其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

道德规范[16]遥 因此袁伦理制度的形成往往需要借助特

定的群体袁将体现群体内成员道德共性的伦理要求具

体化为可操作的道德规范遥如法国教育数据伦理委员

会提出的野更好的保护和更高的价值冶原则袁使其群体

具有约束力遥

渊三冤德行伦理向度的困境

德行伦理具有内在性和自律性的特征遥内在性表

现为德行伦理是个体自身内在的精神品质袁自律性则

表现为主体内在精神品质为其外在行动提供指引袁即

道德自觉遥二者结合在一起袁就是主体遵从自身内心袁

自觉自愿从事某种活动的道德品质遥正因为这种内生

于心外化于行的特征袁使得个体德行对教育数据安全

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遥 以技术工程师为例袁教育人

工智能可以对不同内容的数据进行网络重构和分析袁

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见解[21]袁这就需要技术工程师将

自身对安全的追求转化为相应的伦理原则和要求袁嵌

入到程序或技术之中遥 尽管重要袁但德行伦理却是最

难实现的遥 使各教育数据主体的行为合乎安全的伦

理袁本身就具有复杂性袁需要各主体在深刻把握教育

伦理基础上袁将之与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实践相结合袁进

而形成新的教育数据安全观遥

教育数据安全在德行伦理向度的困境袁表现在两

个方面院其一袁德行伦理自身的困境遥在教育大数据这

一场域袁各主体是否具有维护数据安全的伦理素养本

来就难以确定袁因而短期内要使得各主体具备较高的

数据安全意识相对较难遥各数据主体的德行修养千差

万别袁所以难以凝聚出关于数据安全的共识遥例如袁对

于数据工程师来说袁 除了让其拥有数据知识和技能

外袁还具备数据伦理袁或许可能遥但对于教育中介机构

而言袁在市场逐利性的引诱下袁让其既能充分利用教

育数据服务于学生袁又能在内心形成确保数据安全的

德行修养袁难度较大遥其二袁德行伦理形成中受到外部

因素的制约遥 德行伦理需要与制度伦理尧伦理制度互

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遥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是德行伦

理的前提和基础遥主体德行修养尽管是一个内心自发

的过程袁但却需要外界相应制度或观念作为其潜移默

化的指引曰同时袁德行伦理的存续和发挥作用也离不

开外部保障遥因此袁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构建的不足袁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行伦理的形成与作用发挥遥

四尧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出路

在检视了制度伦理尧伦理制度和德行伦理分别存

在的伦理困境后袁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出路自然也就

需要对各个向度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完善遥

渊一冤制度建设为教育数据安全提供外在保障

1. 制度伦理建设院法律制度供给中的伦理嵌入

一则袁注重制度供给的及时高效遥有效的制度供给

是制度伦理建设的前提袁也是教育数据治理的基础遥而

当下针对教育数据安全的特别立法几近于零袁 应该及

时规划尧制定教育数据安全保障的特别法律制度遥为此

需要研究制定 叶教育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曳叶教育大数

据权利法曳叶个人教育数据保护法曳 等教育数据安全保

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遥此外袁在进行教育数据专门制度

的供给时袁应参照叶教育部办法曳中野各负其责冶的教育

数据安全原则袁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权尧责尧利的界

分遥 之所以强调野各负其责冶袁是因为传统的由数据所

有者进行安全保护的模式已然无法适应智能时代大

数据安全的需求遥由于数据使用者最清楚教育数据的

适用价值及可能被滥用尧窃取尧更改尧泄露等风险袁且

具有反复使用的可能袁 因而其成为数据的最大受益

者遥 所以改变数据安全主要由数据所有者负责的局

面袁由数据使用者履行相应安全保障义务遥 谁使用数

据袁谁承担责任会是野一个本质上的重大变革冶[22]遥

再者袁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遥 教育数据野善治冶的

实现袁必须以野良法冶为基础遥因此袁在法律制度及政策

的制定过程中袁需要进行伦理思考袁将有助于数据安

全的伦理嵌入到法律及政策中遥 如袁2018年欧盟叶一

般数据保护条例曳渊GDPR冤不仅对数据主体者尧数据保

护者尧数据处理者等的具体数据权利和责任进行了界

定袁提出数据保护的方法和策略袁而且规定了智能时

代大数据的伦理红线和原则[23]遥 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来规范和引导大数据教育应用的实践袁以实现鼓励其

增长和遏制其潜在风险的双重目的遥教育数据安全的

法律制度供给袁在坚持野有用无害冶这一伦理要求的基

础上袁还可以将自主原则尧删除原则和公正原则等作

为基本伦理原则袁嵌入到法律制度中遥具体表现为袁赋

予数据主体信息自决权袁 赋予数据权人 野擦除过往冶

权袁以应对智能时代对数字永久记忆的恐慌袁规定数

据使用者删除敏感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义务[24]遥

2. 伦理制度建设院形成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规则

其一袁构建数据安全伦理共同体遥 教育数据安全

伦理制度的形成袁须先构建基于共同道德信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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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教育大数据伦理共同体[10]遥 对野群冶的追求既是

人的普遍生存方式和心理需求袁也是人改变和塑造自

我的一种有效方式遥大多数时候袁野群冶对个体成员意味

着安全感和归属感遥 野群冶这一共同体基于共同道德

信念或价值追求而建立袁其伦理制度群体成员的认可

度和遵从度较高遥因此袁通过野群冶这种共同体的加入尧

评价渊肯定和否定冤尧退出等机制袁引导成员形成某种

道德素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遥 在教育领域袁自然也有

野群冶这种共同体的存在袁只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等技术的勃兴袁或改变了原有野群冶的组织或结构袁

或形成了新的共同体袁或需要形成新的共同体遥 教育

数据安全伦理制度的建设袁需要在既有伦理共同体的

基础上袁 构建诸如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等这样的尧符

合智能时代教育信息化的数据安全伦理共同体遥

其二袁由数据安全伦理共同体主导形成相应的伦

理制度遥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制度袁理应将教育之野安

全冶与大数据之野安全冶相结合袁形成以大数据服务尧促

进和保障教育信息化尧现代化为宗旨的道德要求渊命

令冤遥而这些美好的伦理规则或道德要求袁在组织上则

需要借助于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得以形成遥 概言之袁我

们既需要诸如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等伦理共同体从宏

观层面凝练尧 确立具有普适性的大数据安全的伦理制

度袁也需要诸如教育群体尧教育行政管理群体尧教育中

介群体尧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群体等共同体在各自

领域形成相应的符合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制度袁 进而

构建一个从宏观到微观袁从数据的产生尧采集尧储存尧分

析尧使用尧开放尧管理等整个生命周期的教育数据安全

伦理制度体系遥外在形式上袁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制度

可以 叶教育大数据行业公约曳叶教育大数据伦理框架曳

叶教育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伦理准则曳等文本为载体遥

渊二冤德行培育为教育数据安全提供内生规约

从德行的内在看袁德行是主体内在所具有的值得

被肯定和赞扬的品质袁 因而德行伦理必须是谦逊的袁

只有这样才具有规范意义[25]遥 从外在形式看袁个体德

行通常外化于一种积极的道德责任袁而道德责任是一

种事前预知责任袁是数据主体对将要做的事情所应负

有的使命感与职责感[10]遥 从德行与共同体关系看袁德

行伦理的形成与共同体有着重要的联系袁通常个人的

德行内在于其所处的共同体身份袁德行可以促进共同

体良性发展袁共同体的失范也会影响个人德行遥因此袁

教育数据安全德行伦理的形成袁是整个数据生命周期

内各主体与其所处的共同体相互影响和促进中袁将外

在的伦理要求渊秩序冤逐渐内在化袁并与自身固有德行

相结合后形成属于主体自身的尧能够产生自律效果的

新的自律要求的动态过程遥

德行伦理的形成通常可借助德行培育和制度教化

等方式遥制度教化上文已有论述袁而德行培育的关键在

于培育人向善的意向尧情感与能力袁是一个价值引导与

自主建构的过程[26]遥 价值引导是教育数据安全德行培

育中教育者的主要使命曰 自主构建是主体实现自我形

塑的一个过程遥 所以袁 教育数据各主体德行伦理的培

育袁从本质上看还是一个内外联动的过程袁既需要外部

的引导与规劝袁特别是进行数据安全教育等活动袁也需

要主体自身发自内心对安全尧隐私尧个人信息等伦理观

念的自我认可与接受遥在教育数据的各个环节袁需要主

体具有明确的数据权责意识尧隐私意识尧个人信息安全

意识尧教育安全意识尧国家信息安全意识袁以及对人工

智能尧机器学习如何解释教育数据的伦理认知遥通过德

行培育袁 使教育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主体具有数据安全

的德行修养袁 方能为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提供内生性

伦理规约袁更好回应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诉求遥

五尧结 语

智能时代袁针对教育数据安全问题袁从技术和法

律两端进行的规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袁但伦理层面的

思考亦不容忽视袁教育数据安全同样具有伦理层面的

诉求遥教育数据安全在伦理层面的诉求袁以制度伦理尧

伦理制度和德行伦理三个向度作为其外在化的伦理

表达遥因此袁构建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规约袁就需要以

这三个向度为依托袁 检视各个向度中存在的伦理困

境袁进而对之予以完善袁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一个教育

数据安全的伦理规约框架袁在克服技术和法律两端规

制缺陷的同时袁对其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袁以伦理规约

的方式进行补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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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f Ethical Regulations of Educational Data Security in

the Intelligent Age

GOU Xuezhen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issue concerning data security has arise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data being mined and used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thical regulations may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security of educational data. Therefore, from the basic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data eth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ed for and possibility of ethical regulations in the security of educational

dat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security in the intelligent era has a strong demand at the ethical level, which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ethics, ethical system and virtue ethics. However, at present, we are faced with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low quality of legal system supply, insufficient ethical embedment, the lack of ethical

community of educational data security, the lack of ethical rules, the lag of virtue cultiv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way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upply of legal system and its

ethical embedment, the shaping of ethic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virtue cultivation and virtue nurturing, so as to bolster the security of educatio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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