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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

学理阐析与探研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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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袁如何协调好 AI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命题袁而野面向未成年人制定什

么样的 AI技术规范冶是回答好这一命题的关键遥 基于此袁文章基于野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冶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袁从学理上阐释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探研进路遥 文章由五部分组成院渊1冤面向

未成年人的 AI时代诉求曰渊2冤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治理态势分析曰渊3冤AI技术规范概念阐释与定位曰渊4冤研究的核心内容曰

渊5冤整体的探研进路遥 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袁期待能够为后续相

关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袁共同致力于解决 AI与未成年人协调相融共进问题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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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AI技术作为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技术之
一袁 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遥 2019年袁我国科技部发布的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原则曳倡议发展负责任的 AI袁协调好 AI 发展与治
理的关系袁确保 AI 安全可控可靠[1]遥 2022年 11 月袁
OpenAI公司推出的以 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工具袁对社会和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遥 智能技
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政府高度重视袁 积极推动 AI
和教育深度融合袁充分发挥其优势袁促进教育创新变
革袁加快培养 AI高端人才遥而现阶段的未成年人是伴
随着 AI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袁 正处于成长为具备创新
能力和合作精神的 AI高端人才的关键时期袁 承担着
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任袁因此袁如何协调好 AI与未成年

人的关系袁 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 AI时代教育的
重要命题遥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是 AI时代确
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键袁 是稳步推进 AI技术创
新发展和负责任的保障袁 也是我国落实未来 AI发展
战略的关键一环遥为了深入推进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
智能技术规范研究渊后文简称院AI技术规范冤遥 笔者认
为袁首先要立足于 AI技术发展的整体蓝图袁深入了解
未成年人的成长特征和 AI技术发展的脉络袁 着眼于
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和安全伦理袁分别从人才发展尧AI
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进行深度探析袁 最终落脚于 AI
技术标准规范制定袁通过实践检验标准规范的可实施
性遥 本文基于国家社科重大课题袁从整体设计的视角
阐释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总体

布局与探研进路袁以期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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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参考遥

二尧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时代诉求

AI时代袁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理解能力尧认知能
力尧辨别能力与心智发展等决定了其极易受到智能化
环境的影响遥因此袁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对 AI治理
有了新的诉求遥如图 1所示袁在 AI技术发展蓝图的理
论指导下袁对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
和安全伦理进行研究袁制定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
标准规范袁推进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袁促进 AI技术与未
成年人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遥在素养层面袁一方面袁
培养未成年人正确对待 AI的态度尧知识等袁防止受到
不良信息侵害曰另一方面袁需要充分调动未成年人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袁通过个性化培养提升他们的智能创
新能力袁进而实现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遥在监管层面袁
需要合理设计和有效约束 AI产品袁 从根源上保障未
成年人身心安全袁实现智能应用的安全可控遥 在伦理
层面袁亟须技术伦理尧社会伦理和隐私安全等方面的
规范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袁推动 AI与未成年人
之间关系协调发展遥因此袁文章将从教育数字化转型尧
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和伦理安全以及规范需求五个方
面具体阐述 AI技术发展的时代诉求遥

图 1 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时代诉求

渊一冤AI赋能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AI技术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措施袁 借助智

能化的方式重新整合各知识领域袁集成多种新技术广
泛联结的智能世界袁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遥 AI为教
育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活力袁 通过资源设备的不断革
新袁以颠覆性的方式改变着学校的教学方式袁决定了
我国青少年的未来发展遥国家教育野十四五冶规划明确
提出野教育高质量发展冶的核心任务[2]袁对学校建设尧学
生培养和教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AI赋
能学校建设人机协同和育人为本的未来学校袁提升学
校管理和决策水平曰AI赋能学生袁 促进培养全面尧高
素质尧个性化创新人才曰AI赋能教师袁释放教师的时
间和精力曰AI赋能教学评价袁实现精准画像和自适应
智能教研遥 可见袁AI能够全方位赋能教育教学袁赋智

家校互联袁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遥
渊二冤AI对核心素养提出更高要求
AI技术对信息的智能化筛选袁 在传播和接收过

程中能够帮助未成年人避免大量不良信息的侵袭遥心
智发展还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在信息良莠不齐的 AI环
境中袁难以筛选辨别出正确尧有效的信息袁这些错误的
不良信息影响到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发展袁 对未成年人
的核心素养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遥特别地袁暴力信息对未
成年人的影响深远持久袁 对犯罪行为具有长期潜移默
化的野诱发效果冶遥例如袁提高未成年人对暴力行为的赞
成度袁使得未成年人更容易产生暴力情绪[3]袁对社会事
件变得冷漠尧缺乏社会责任感袁甚至造成终身阴影[4]遥
未成年人只有具备更全面的智能素养袁才能在数智融
合时代保障自身安全与权益袁进而成长为高端人才遥

渊三冤AI给应用监管带来新挑战
智能时代袁 对 AI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进行监

管袁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遥 我国教
育市场环境较为复杂袁 需要保证 AI产品本身的健康
安全袁以保障未成年人基本权益遥然而袁未成年人缺乏
足够的认知尧辨别能力袁极易受到不法企业尧违法应用
的诱导袁泄露个人信息袁给与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袁在危
害个人安全的同时还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埋下重大隐

患遥 从心理特征看袁未成年人的好奇心强尧自制能力
差尧渴望被认可袁这无疑导致未成年人容易沉迷 AI构
建的虚拟世界遥 可见袁AI技术特性与未成年人的脆弱
性均给 AI应用监管带来新的挑战遥

渊四冤AI影响未成年人的伦理安全
AI的可编辑性可能造成未成年人的伦理认知错

误袁对未成年人的伦理安全产生威胁遥不仅因为 AI本
身算法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伦理风险袁还因为未成年
人的心理认知尚不成熟袁 过度信任与依赖 AI 产品袁
人尧AI与社会之间关系复杂性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将
人与 AI的关系与行为规范相混淆袁 以与人相处的行
为规范与 AI相处袁或是以与 AI相处的行为规范与人
相处袁造成社会关系的紊乱尧伦理认知的错误遥 因此袁
人类与 AI的和谐共处是社会各领域都应当深入思考
与研究的问题袁是 AI时代发展的必然诉求遥

渊五冤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术规范需求
信息爆炸的 AI时代袁AI技术凭借其跨时空尧实

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袁拓展了未成年群体学习的空间
和时间[5]袁满足他们传统课程学习外的需求遥 事实上袁
AI技术带给未成年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院一方面袁在
AI技术的赋能作用下袁 未成年人的求知欲和创造力
得以激发袁助力其个性化发展[6]曰另一方面袁AI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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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应用给未成年人带来隐私尧公平性尧安全和伦
理等方面的威胁遥 如果 AI系统在设计过程中未能考
虑潜在风险袁潜在风险可能转变为现实威胁袁给未成
年人造成身心尧情感和发展层面的伤害遥 简言之袁作为
野数字原生代冶 的当代未成年人亟须符合其权益和需
求的技术规范袁 通过系统化培养未成年人的智能素
养袁 加强 AI应用监管力度袁 保障未成年人的伦理安
全袁进而实现 AI与未成年人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遥

三尧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治理趋势分析

近年来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报告文
件袁旨在促进 AI与教育的融合并降低其潜在风险[7-9]遥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AI与教育的融合发展袁出台了一系列青少年 AI教育
政策[10]遥 在我国加速迈向智能化社会的进程中袁迫切
需要构建严密的 AI治理体系袁 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11]遥 笔者认为当前围绕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治理
主要体现了以下趋势院

渊一冤野技术伦理+社会伦理冶袁伦理规范持续建设
随着 AI迅速渗透到未成年人学习尧 生活的各个

场景袁 诸多学者从教育视角分析了面向未成年的 AI
伦理困境与挑战袁并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12-13]遥综合来
看袁当前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术面临设计尧算法尧数
据安全等方面的技术伦理风险袁并可能会带来学生主
体性缺失尧师生角色失衡尧教育艺术性消弭尧数字鸿沟
拉大等社会伦理挑战[14]遥 近年来袁我国政府在构建智
能时代技术伦理秩序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袁 在优化
政尧企尧学界协同关系的基础上袁组织成立了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袁 并就 AI治理原则尧AI伦理
规范以及全球 AI体系框架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方案遥
但当前针对 AI伦理规范的探讨多是从宏观通用的视
角出发袁尚未考虑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尧辨别能力低尧
社会经验少等特点袁针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伦理
规范亟须完善遥

渊二冤野政府立法+市场自治冶袁应用监管逐渐收紧
在树立 AI伦理原则与准则的同时袁 还需要一套

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将 AI治理落实到实践遥 在监管立
法层面袁以中国尧美国尧欧盟为代表的 AI技术发展先
进国家与地区都逐步收紧了对 AI的应用监管遥例如袁
我国近年来积极推动 叶个人信息保护法曳叶数据安全
法曳的有效实施袁逐步建立对 AI技术滥用与欺诈的处
罚细则曰美国强调监管的科学性和灵活性袁致力于确
保和增强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曰继叶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曳渊GDPR冤颁布之后袁欧盟出台了全球首份综合

性人工智能法案袁旨在构建严密的 AI监管体系[15]遥 在
行业自治方面袁伴随各国 AI立法与监管的持续推进袁
国内外主流科技公司也逐渐加强内部 AI伦理审查与
规范遥 例如袁微软尧谷歌尧商汤科技等公司纷纷设立了
AI治理机构袁负责企业的 AI规则制定尧案例研究尧落
地监督等 AI伦理实践[16]遥 尽管目前各国政府和企业
在推进 AI技术应用监管方面作出了初步尝试袁 但专
门针对面向未成年人的 AI应用监管还较为缺乏遥

渊三冤野通用规范+细分标准冶袁标准制定更为全面
为推动落实 AI治理要求袁包括行业协会尧标准化

组织尧产业联盟等机构在内的行业组织较早地开展了
AI治理相关研究袁积极制定 AI技术及产品标准遥 ISO/
IEC JTC1 在可信赖 AI标准建立方面最为全面院IEC
主要进行了初期探索曰ITU-T 聚焦在电信尧医疗尧多媒
体应用等领域融合曰IEEE 以隐私尧 可解释为可信赖
AI 标准重点曰NIST布局针对性较强的可信赖 AI 标
准曰欧盟以伦理为核心袁形成法律法规为目的的 AI国
际标准化整体处于初期发展尧快速部署阶段遥 AI可信
赖尧伦理方面备受关注袁各标准化组织及机构工作侧重
点有所差异但原则理念等整体趋同遥 现阶段袁我国专
家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遥
下一阶段袁将以提升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水平尧加快我
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相互转化尧 推动我国先进标准化成
果国际化为目标袁持续深度参与全球 AI标准化活动遥

本研究在对当前 AI 治理现状梳理分析的基础
上袁发现了如下问题院第一袁尚未勾勒出面向未成年人
的 AI技术发展蓝图遥 技术规范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的袁 因此袁 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治理必须首先把握好
AI的发展趋势袁准确勾勒出 AI 技术发展蓝图袁指导
建立相应的技术规范框架遥 第二袁尚未建立完善的面
向未成年人的 AI素养体系遥针对未成年人 AI素养的
培育袁有利于培养更多智能社会要求的创新人才遥 然
而现有的 AI技术规范体系中往往忽略了提升未成年
人的 AI素养的重要性遥第三袁尚未建立完善的面向未
成年人的 AI应用监管体系遥尽管当前各国 AI监管机
构都高度重视 AI相关产品的应用监管袁 出台了大量
的面向特定种类 AI应用程序的监管规定袁 但从目前
各国的政策与战略规划来看袁尚未有一条明确的落实
路径遥第四袁尚未建立完善的面向未成年人的 AI安全
伦理规范遥 从 AI发展样态来看袁AI技术的影响非常
复杂袁仅从某单一视角进行伦理审视无疑都将导致研
究结果的局限性遥第五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术标准
较为缺乏遥现有 AI技术规范标准大多面向普通大众袁
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 AI技术规范标准还未出台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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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术标准研制的机理尧 影响因
素和可能路径等方面尚不明确遥

四尧AI技术规范的概念阐释及定位

渊一冤AI技术规范的概念阐释
1. AI技术规范的内涵
AI技术规范是本研究的核心术语袁 学界迄今鲜

有针对此术语的明确定义袁因此袁明晰这一术语的概
念内涵是开展研究的基础遥规范一词在叶辞海曳中释义
为野标准院法式冶袁所谓技术规范则是规定技术产品尧过
程和服务应满足技术要求的文件遥 从法律层面来讲袁
技术规范也指有关人类在利用各类技术时应当遵守

的行为准则[17]遥 AI时代袁AI技术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
类人性袁技术规范的内涵不断更新袁既包括使用技术
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袁 也包含对 AI的
技术要求遥 故此袁笔者认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
技术规范涵盖以下两种内涵渊如图 2所示冤院其一袁未
成年人学习或使用 AI技术尧 产品或服务时应该遵守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曰其二袁为保障 AI产品质量袁
确保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袁AI产品在研发尧制造和部
署时应该遵守的操作准则和技术标准袁其旨趣在于促
进 AI技术深度应用于未成年人袁保障 AI技术与未成
年人的协调发展遥

图 2 未成年人尧AI与技术规范的关系

2. AI技术规范的外延
AI技术规范内蕴对野人要机冶野人要机要人冶之间

关系的规范袁因此袁笔者认为可以从核心素养尧应用监
管和安全伦理三个方面理解其外延遥
首先袁 核心素养是从人才发展视角进行理解袁指

的是从未成年人学习/使用 AI技术尧产品或服务时应
该具备的能力和素养遥 这要求未成年人需要具备正确
安全使用 AI技术的核心素养袁丰富 AI相关知识袁增强
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袁避免滥用尧误用尧错用的可能遥其
次袁 应用监管是从 AI向善视角进行理解袁 为保障 AI
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袁对人工智能产品尧过程和服务的
技术要求和规范袁 要求对从事AI活动相关的教育机
构尧企业和人员等进行监管袁保障 AI技术研发尧供应
和管理满足未成年人的成长特性袁 降低出现隐私泄

露尧数据安全尧算法歧视等风险的可能袁以确保 AI向
善发展遥最后袁安全伦理是从人机共融视角进行理解袁
是指将道德伦理融入 AI的全生命周期袁对从事 AI管
理尧研发尧应用的企业尧机构尧学校和未成年人等进行
道德规范袁积极引导负责任的 AI研发和应用袁增强全
社会的伦理意识袁确保未成年人与 AI的协调发展遥

渊二冤AI技术规范的概念定位
在推进 AI技术规范的相关研究中袁 除了需要明

晰其概念内涵袁笔者认为袁还需要从技术规范与社会
规范尧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区别中透析技术规范的
向度和限度袁见表 1遥 首先袁技术规范与社会规范是一
般野规范冶研究的一体两面袁前者规范的是野人要机冶和
野人要机要人冶之间的关系袁后者只调整野人要人冶之间
的关系曰其次袁法律是以理性为特征的社会规范袁随着
AI和大数据规则的加入袁法律规范应适当调整袁需融
合考虑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遥 从规范力度看袁技术法
规是将技术规范立法袁两者可相互兼容袁前者具有极
强的约束性袁一经制定便不容许违反袁而后者是兼具
野刚性冶和野软性冶的弹性规范袁能更好地平衡 AI技术
发展与未成年人安全之间的关系袁促进两者之间的协
调发展遥最后袁技术规范是技术标准的一种形式袁一旦
通过标准制定程序袁得到公认机构批准袁技术规范便
可以成为技术标准遥

表 1 技术规范与社会规范尧法律规范尧技术标准的区别

五尧研究的核心内容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以未成

年人和 AI技术为研究对象袁 核心内容是对该课题的
宏观把控遥 本文遵从野总要分要总冶的逻辑袁从理论奠
基尧人才发展尧AI向善尧人机共融和规范实践等视角
针对 AI技术发展蓝图尧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尧伦理安
全和标准规范进行基础性研究袁致力于回答如何从技
术规范视角促进未成年人和 AI技术协调发展问题袁
如图 3所示遥

术语 规范对象 规范力度 规范形式

技术规范
野人要机冶

野人要机要人冶
野弹性冶约束

制定技术操作

要求尧准则等

技术标准
野人要机冶

野人要机要人冶
得到公认机构批准袁
需严格参照执行

制定为标准

法律规范

野人要人冶
野人要机冶

野人要机要人冶

通过了立法袁具有
极强的约束性

制定为法律

社会规范 野人要人冶
政府尧机构等内部
制定袁需遵照执行

人应该遵守的

道德准则和行

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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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的核心内容

渊一冤理论奠基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术发展蓝图
2019年袁 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

大会致贺信中提到院野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袁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
产尧生活尧学习方式冶[18]遥 现阶段的未成年人多是伴随
着 AI成长起来的野Z世代冶袁从出生起便与信息时代
无缝对接袁深受数字媒体尧智能产品等的影响遥 因此袁
有必要从未成年人成长特征和 AI应用特征着手袁根
植于智能时代的发展特性袁 绘制面向未成年人的 AI
技术发展蓝图袁为 AI技术规范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遥具
体地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院第一袁深入文献和应用
现状调研袁探索 AI技术发展脉络袁并预判面向未成年
人的 AI发展趋势曰第二袁凝练面向未成年人的 AI产
品应用的基本原则袁能够为其研发尧设计尧部署和应用
提供理论指导曰第三袁通过分析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技
术规范的构成要素袁构建 AI技术规范体系框架袁为面
向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尧安全伦理和标
准规范研制提供理论指导遥

渊二冤人才发展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研究
AI技术减少了重复劳动袁 让人的主动性和创新

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袁这要求未来智能时代的人才
能够运用智能技术袁通过人机协同高效率尧创造性地
解决实际问题遥 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袁未成年人尚
未形成对 AI 的理解袁很容易被同化和顺应袁造成未
成年人失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遥 因此袁如何促
使未成年人更好地适应智能化社会发展袁 对其施行
AI核心素养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遥笔者认为袁面向未
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研究可从以下几点展开院理论
框架层面袁 通过界定 AI 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和构
成袁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框架曰评估机制
层面袁从评估方法尧评估机制和评估工具三个维度构
建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评估机制袁生成 AI核
心素养评估技术规范曰实践层面袁通过实证提出未成

年人 AI核心素养培养与提升建议袁以促进 AI与人才
培养的深度融合袁 最终培养和提升未成年人的 AI核
心素养遥

渊三冤AI 向善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应用监管研究
叶人工智能应用准则曳中提到野人的监督冶[19]袁强调

AI不应该超过人的自主性袁人类应该监督 AI技术的
发展及所做决策袁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遥笔者认为袁要
做好 AI应用监管就必须回应野是何冶野为何冶野如何冶的
问题遥监管内容方面袁第一袁需要通过管控保证提供给
未成年人合乎规范设计的 AI产品袁 保证未成年人的
健康和信息安全在知识获取和资源学习的过程中不

会受到威胁曰第二袁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监管未成年
人使用 AI产品的情况袁通过监控应用数据的采集尧分
析过程以及决策结果袁 以了解未成年人使用 AI产品
过程的认知尧情感情况袁确定 AI技术是否会对未成年
人的日常行为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袁以及应该采用什
么样的干预措施曰第三袁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结果袁监
管 AI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过程袁确保 AI产品是未成年
人适需的产品遥监管方法与社会实践方面袁首先袁要构
建面向未成年人的 AI应用监管的信息模型袁 完善监
管方案袁统一监管流程曰其次袁开发具有一定技术规范
的 AI应用监管工具袁 有效进行监管数据的收集尧规
约尧存储尧分析和可视化袁以数据不断优化智能化监管
手段曰最后袁在明确监管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袁结合社
会实验方法和系统仿真法袁在实践中验证监管内容的
合理性和监管方法的有效性遥

渊四冤人机共融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安全伦理研究
随着 AI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袁 一方面提升

了人们的生活尧学习的服务质量袁另一方面对人们的
隐私安全尧人身安全和享受公平的权益等伦理安全造
成前所未有的冲击遥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发展的不成
熟阶段袁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袁但又缺乏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袁因此袁针对这一类群体的 AI伦理规
范需从以下几点展开遥 首先袁通过梳理适用于未成年
人的 AI安全技术和伦理原则袁建立 AI安全伦理整体
框架袁探析影响未成年人对 AI认知和态度的因素曰其
次袁从评估理念尧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三个角度出发袁
面向未成年人构建一个 AI 安全伦理的整体评估机
制曰最后袁基于 AI伦理框架和评估机制袁进行教育相
关的推广与实践袁例如袁创新教育培训方案和教学模
式尧进行 AI伦理安全课程设计及向政府建言献策遥

渊五冤规范实践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AI标准规范研制
风险社会视域下袁发展与风险是事物发展的一体

两面遥 诚然袁AI技术创新发展与安全风险亦是相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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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袁故此袁需要合规尧合伦理的 AI技术标准规范才
能协调好未成年人与 AI技术发展的关系遥 鉴于当前
鲜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 AI技术规范袁 笔者认为可
以以下几点进行探寻院 一是通过探究影响 AI技术标
准规范研制的影响因素袁从多种可行性路径中选出最
优路径袁为后期标准制定奠定基础曰二是经过特定的
标准制定程序袁将 AI核心素养规范尧应用监管规范和
安全伦理规范制定为标准袁 以构建针对未成年人的
AI标准体系曰三是在前面两者的基础上袁提出面向未
成年人的 AI技术规范政策建议袁 以期增强该标准规
范体系的可执行力度遥

六尧整体的探研进路

明晰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

整体思路袁 有助于全面系统地回答 AI技术如何与未
成年人和谐共生尧共同发展这一核心问题遥 研究遵循
野和谐友好尧包容共享尧尊重隐私尧安全可控尧敏捷治
理冶的治理原则袁从系统观尧发展观尧治理观尧融合观和
实践观等不同视角袁探索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
术规范遥依此袁研究借鉴太阳系结构模型袁构建逻辑思
路图袁如图 4所示遥

图 4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逻辑思路图

在图 4中袁研究分别以不同视角映射出五个核心
内容院渊1冤基于系统观视角袁勾勒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蓝图曰渊2冤基于发展观视角袁建立面向未
成年人的人工智能素养体系曰渊3冤基于治理观视角袁建
立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应用监管体系曰渊4冤 基于
共融观视角袁建立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安全伦理
规范曰渊5冤基于实践观视角袁制定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
智能标准规范遥 研究以复杂系统尧社会实验尧数据驱

动尧场景应用尧交叉融合尧基于用例的分析渊Use Case冤
等方法论为指导袁依循野趋势预判袁理论建构冶野聚焦重
点袁分类推进冶野标准研制袁建言献策冶路径袁提出面向
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新思路遥各个核心
内容的研究视角尧方法论及路径袁见表 2遥

表 2 各个核心内容的研究视角尧方法论及路径

第一袁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袁顶层架构面向未成年
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遥复杂系统理论是解决以
非线性为核心的复杂系统问题的理论袁重在揭示系统
的内部交互和外在演化规律[20]遥要解决复杂系统问题袁
需采用多尺度分析方法进行复杂系统建模袁厘清其中
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行为的多重因果联系[21]遥 促进
未成年人成长与 AI技术治理协调相容共进的过程袁
在本质上属于复杂系统的协同演化过程袁具有显著的
非线性尧涌现性和开放性特征[22]遥 本研究将从复杂系
统建模的社会计算角度出发袁通过构建未来智能生态
系统中的多主体系统袁以仿真 AI技术的发展样态袁剖
析系统所涌现出的 AI发展蓝图遥 同时袁探究不同外界
变量及其组合模式对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影响袁揭示
AI技术发展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协同共生机制袁顶
层架构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遥

第二袁统筹运用多元视角袁分类推进面向未成年
人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建设遥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
能生态系统是由未成年人尧智能支撑技术尧社会环境
与复杂应用场景等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遥人机
协同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建设的核

心和突破口袁 要求始终以未成年人的素养发展为本袁
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边界进行有效管控袁才能实现
人机相融共进[23]遥 故此袁研究基于发展观尧治理观尧共
融观的视角袁以社会实验尧数据驱动尧场景应用的研究
方法论为指导袁共同遵循野理论构建要方法探索要实

研究内容 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论 研究路径

内容一 系统观 复杂系统

理论探索要实践
生 成要理 论 优

化要迭代生成

内容二 发展观
社会实验尧数据驱
动尧场景应用

理论框架构建要
评估机制构建要
评估实证

内容三 治理观
社会实验尧数据驱
动尧场景应用

理论构建要方法
探索要社会实践

内容四

内容五

共融观

实践观

社会实验尧数据驱
动尧场景应用

交叉融合尧社会实
验尧基于用例的分析

理论框架构建要
评估机制构建要
实证和培养

路径选择要标准
研制要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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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验证冶的研究路径袁分类推进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
智能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尧安全伦理研究内容袁以重构
AI社会生态袁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诉求遥

第三袁跨学科交叉融合袁研制面向未成年人的人
工智能标准规范和政策建议遥跨学科交叉融合是不同
学科在思维尧方法尧技术和语言等方面的全面融合袁是
超越学科边界以解决真实问题的学科整合研究[24]遥 面
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既关涉 AI这样
的前沿科技袁也涉及教育系统甚至道德伦理等人文领
域袁是一个跨科技尧社会和人文的交叉领域研究遥本研
究融合系统科学尧社会学尧教育学尧信息学尧心理学等
学科视野袁 将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整合袁
生成适用于本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袁以指导面向未
成年人的 AI核心素养尧 应用监管和安全伦理等方面
的标准研制工作袁积极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决策
执行谏言献策遥

第四袁融合教育实践方法袁以教育社会实践和教
育工程实践推动标准规范研制与示范应用遥教育社会
实验是以育人目标为导向袁 识别因素差异对学习行
为尧人格塑造的改善路径[25]遥 教育工程实践是指遵循
野系统需求分析尧标准范围确定尧分类指导尧系列标准
采用尧标准获取和解读尧标准的集成和系统开发尧系统
完善示范应用冶流程和步骤开展标准研制和应用工作
的过程遥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标准研制需融合以
上两种实践方法袁一方面袁采用教育社会实验的设计
思路袁针对上海市宝山区尧黄浦区尧浦东新区袁浙江温
州市尧安徽合肥市尧北京海淀区尧江苏南京市尧新疆喀

什市尧广西柳州市等建立实验区袁以及多所学校建立
试点校袁实验区和试点校按照整个项目要求和自身发
展需求设立子课题开展研究袁 如上海市求真中学计
划开展智慧课堂渊三个助手冤尧智能备考助手尧智慧体
育等方面研究曰 另一方面袁 充分利用标准委员会资
源袁 依照标准研制流程和步骤规范化开展标准研制
工作袁并落实标准的应用与迭代遥

七尧结 语

数字化时代袁AI 和教育的深度融合促使教育发
生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袁 加快培养 AI高端人才是推
动智能社会发展的必然之举遥 未成年人正处于 AI高
端人才培养的关键时期袁如何协调好人工智能与未成
年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命题遥 由此袁本
文以促进人机协调相容共进为起点袁 基于理论奠基尧
人才发展尧AI向善尧人机共融和规范实践的视角袁剖析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的核心内容和

探研进路袁不仅为后续各个核心内容的研究提供指导袁
同时引领实验区和试点校深入开展教育实践遥然而袁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袁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
技术规范研究必将衍生出一系列理论和技术袁 如何协
调好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关系袁 是后续需要深入研
究的重要议题遥 同时袁以 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工具将对教育产生广泛的影响袁 影响到我们的
教育观尧教学观尧学习观尧知识观尧研究观尧治理观袁教
师尧学生尧家长尧管理者尧研究者和决策者将要如何科
学地应对袁这也是本项目后面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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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inors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esigned for minors is the key solution to this issue. Based o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major project of "Research on A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Minor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lains the core content and research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AI for minors. This paper comprises five parts: (1) the appeal of the age of AI for minors; (2) the analysis
on the trend of AI governance for minors; (3) explan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A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4)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5) the overall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AI for minor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resolving the coordination issues between AI and minor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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