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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治理：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新模式

王佑镁袁 王 旦袁 梁炜怡袁 柳晨晨

渊温州大学 大数据与智慧教育研究中心袁 浙江 温州 325035冤

[摘 要] 进入 21世纪以来袁人类迈入数据规模呈指数级上升的人工智能时代袁人工智能教育成了热切的必然趋势袁

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风险挑战袁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袁而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始终停留在单一化尧被动化的层

面袁治理效能不显遥 文章将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归纳为野PBAS冶四类问题袁剖析伦理风险治理现存的五个短板袁提出

借鉴使用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要要要敏捷治理袁来创新应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问题遥 研究以敏捷治理的演绎趋势与

内涵特征为切入口袁结合敏捷治理的原则与能力袁构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敏捷治理五步循环模型袁设计五层实践路径袁

并以野PBAS冶四类问题为例袁详细阐述敏捷治理解决方案遥以期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袁为伦理

风险的可持续治理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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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算法与交互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袁人工智能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智能化方向迈进袁对包括教育在
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遥 2017年 7月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曳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与未来发展袁并指出
智能时代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根本性道路袁 即发
展智能化教育[1]遥目前袁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袁
在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尧提升教师教学效率尧实现数
据精准采集等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和显著成效袁但同
时也给教育某些方面带来新的挑战袁 诸如师生间情
感交流较少尧技术存在偏见与歧视尧教学过程机械化
等袁在教育领域逐渐被技术垄断的过程中袁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忽略了伦理和道德的内在意蕴袁 忽视了以
人为本的准则袁从而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与初衷遥社会
各界开始重视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袁一方面袁
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中建构教育伦理规范及治理路

径[2]曰另一方面袁探讨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融合
方式以此避免伦理风险的发生[3]遥从趋势看袁教育人工
智能会走向强大的融合发展场域袁如果仅仅依靠传统
自上而下尧被动的治理方式袁是否能够及时应对教育
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袁是否需要改变治理
方式曰如果需要袁又将如何开展和治理袁本文试图回答
上述议题遥

二尧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问题及治理现状

渊一冤教育人工智能主要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是能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力或感官能

力的任务或功能的技术袁在科学尧工程和技术等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袁也通过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尧算法产品
等在教育领域蓬勃发展遥教育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与
学习科学相结合形成的新研究领域袁通过观察尧理解
和掌握学习的发生过程袁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更好的条
件袁帮助教师更有效地教学[4]遥 例如袁人工智能可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系统袁 为教师提供自动评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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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尧辅助教学的面部识别系统等遥然而袁人工智能也为
教育领域带来了一些伦理道德的缺陷袁如算法偏见和
歧视对学生造成心理伤害袁放大种族尧性别尧地域等多
种形式的不公平性袁 侵犯学生隐私和数据带来隐患
等遥胡小勇等将伦理问题归纳为技术设计与开发和教
育实践两方面[5]袁苗逢春总结了基于数据和算法的预
测和决策引发的四类伦理问题[6]袁邓国明等将教育人
工智能伦理问题划分为利益相关者伦理问题尧技术伦
理问题和社会伦理问题三个层次[7]袁将教育人工智能
伦理问题的研究推上热潮遥 本文借鉴 Akgun在 K-12
教育中提出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问题[8]袁主要
从野PBAS冶四类来阐述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袁包
含隐私尧偏见和歧视尧自治尧监视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野PBAS冶四类问题

1. 隐私渊Privacy冤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隐私问题袁

隐私侵犯主要发生在学生的个人信息未被征得同意

的情况下暴露过多袁通过不知情分享降低学生个人能
动性与泄露隐私袁隐私保护与开放共享之间的关系矛
盾难以化解[9]遥例如袁在人工智能系统采集学生学习行
为数据尧面部表情数据等情况下袁学生个人隐私极有
可能被传播袁产生不良影响遥管理者在收集数据后袁也
可能发生向教师尧家长等随意透露的风险遥 数据的过
度采集十分容易加剧学生隐私泄露而带来的伤害[10]遥
在学校单方面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来辅助教学的同时袁
学生和家长对于隐私问题是未知和别无选择的遥 此
外袁一些在线教育平台也会在未经用户的允许下收集
超出范围以外的信息并泄露给第三方遥

2. 偏见和歧视渊Bias and Discrimination冤
教育人工智能的变革关键是算法袁但算法是人类

开发设计的袁能操纵且不易改变遥因此袁经过长时间的
算法迭代袁它的未知性无疑给教育领域带来了一定的
算法偏见或歧视袁可能造成信息茧房遥 研发者在没有
充足教育知识与经验的情况下袁无法预先洞悉算法会

带来哪些问题袁从而对学生造成偏见与歧视袁这很有
可能是无意的遥 例如袁2020年袁英国某中学利用资格
等级的算法对大量学生造成了严重地分层打击袁引发
教育的不公平性[11]遥 此外袁性别偏见和歧视也是常见
伦理问题袁对语言学习课程学生最为明显遥例如袁使用
人工智能翻译器时袁谷歌翻译会将野她/他是护士冶翻
译为女性袁将野她/他是医生冶翻译为男性袁这表明了教
育人工智能的社会偏见和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遥

3. 自治渊Autonomy冤
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发生交互的学习过程袁教师

与学生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存在着人
际关系的伦理风险遥 例如袁教师与学生间主体地位不
明袁学生丧失自主学习能动性袁失去自主决策的权利袁
教师过度以人工智能教学为主袁弱化创新思维和探究
性学习培养遥此外袁更有可能出现人工智能越位现象袁
人工智能不仅具有著作权尧 劳动权等权利与义务袁甚
至能精准模仿人类行为与语言遥 可是袁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带给教师与学生学习尧教学尧评价和监测等方
面的便利都是有益的吗钥相关问题的探讨目前没有得
到明晰地解决遥

4. 监视渊Surveillance冤
在监视方面袁最熟悉的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则是利

用智能算法设计对师生的情绪尧表情尧行为等进行收
集与记录遥 将监控机制嵌入人工智能预测系统中袁以
衡量学生学习表现尧优缺点尧学习方式袁甚至对师生之
间的交流对话进行录音分析遥这必将限制师生之间的
正常交流袁使其逐渐对自己想法产生质疑 [12]袁从而影
响正常的教学活动袁降低教学效率遥此外袁教师不恰当
行为的发生袁如经常性巡逻与监督袁也会给学生带来
未知伤害袁但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产品视为对学生的
正确管理袁这一伦理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需要背后管
理人员规范遥

渊二冤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状况
针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现存的一系列问题袁引起

了各国广泛关注袁各国开始重视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的治理遥 目前袁仅有少量的官方政策文本与报告
和学者们的研究遥例如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9年
发布叶北京共识要要要人工智能与教育曳[13]叶教育中的人
工智能院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曳[14]袁强调了人工智
能需要为全民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学习机会袁并对其带
来的影响进行预见性评测遥 杜静等提出野APETHICS冶
框架袁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提供解决模型[15]遥 本
文重点关注白金汉大学建立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研

究所在 2020年发布的叶中期报告院值得信赖的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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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伦理指南曳[16]袁 其中提到为实现道德化的教育人工
智能而提供的机制选项袁包括九条基础实现机制和七
条深层实现机制遥其中袁基础实现机制中第五条院利益
相关者的教育和意识袁 即提供教育相关知识提升利益
相关者的道德意识遥 深层实现机制中第三条院 保障途
径袁 即在法律保障的范围内确保学习者使用教育人工
智能的安全性遥然而袁现阶段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治理仍存在现实难点袁 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满足其
风险的治理袁主要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遥

1. 缺乏规范指引袁系统性不足
面对教育人工智能存在的各类伦理问题袁仍没有

系统的教育伦理标准与管理规范遥在企业不断拓宽人
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下袁政府政策与法律规
范的更新速度已跟不上行业的迭代产出[17]遥 主要原因
包括院 一是目前教育人工智能产品与现有规范不匹
配曰二是未及时出台规制教育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伦
理风险制度袁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野蛮
生长的状态遥 例如袁对于教师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
时袁产生的有关隐私尧偏见等伦理问题对学生造成威
胁袁而学校管理者过分相信人工智能产品袁这是缺乏
系统地顶层规范指引而造成的遥

2. 人文关怀缺漏袁主动性不强
智慧教育的目标始终是以人为本袁 需关注人尧尊

重人尧彰显人的主体性遥 在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中关于师生人际关系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袁教师人文
关怀能给学生带来深远影响遥 例如袁使用人工智能过
程中学生对自身角色转换的感知很微妙袁教师用数据
来度量学习效果会造成学生学习主动性降低遥现阶段
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远远不足袁不能及时且主动地
预估给学生造成的伤害[18]遥 此外袁教育人工智能协助
教学的过程中袁对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存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袁 尽管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无法代替人类教师袁
但在简单重复的工作尧智能批改尧智能数据采集存储
等方面人工智能的优势十分明显遥随着时代的快速发
展袁给教师带来的压力是无法预估的袁目前各方对教
师职业的主动关怀更是甚微遥

3. 治理工具缺新袁智能化不够
近年来袁在解决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时袁众多

国家相继发布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解决的政策报

告袁并提出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合理性边界与正确的
做法袁我国也同样予以高度地关注与重视遥然而袁有学
者提出袁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总体还停留在对
其抽象价值的提取与共识构建的阶段中[19]遥 传统治理
方式并未采用智能化的治理工具对其进行及时且精

准治理袁缺乏深度与创新度遥例如袁在教育人工智能使
用中袁 如果没有及时记录并累积每次出现的问题袁并
提醒后来的使用者警惕这些风险袁那么教育人工智能
伦理的问题必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袁而恰巧这方面正
需要智能化治理工具的协助遥

4. 问责机制欠缺袁反应力不快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顺利推行袁离不开开发人

员尧管理人员尧教师等互相协调袁但在追究主体责任方
面袁至今欠缺良好的问责机制袁治理制度的规制性和
规范性不够[20]遥 开发工程师是否按照可持续性尧透明
性等原则构建教育人工智能的系统架构袁并保障人工
智能的运行程序受到追踪问责袁确保使用过程中公平
公正对待每个学生袁是值得存疑的[21]遥 例如袁数据的误
差尧操作不当尧算法偏见与歧视袁都可能带来相反结
果遥 在事故发生后袁受害者的权益如何得到正当的维
护袁追究事故背后原因袁以避免下次再发生类似的情
况袁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5. 受众意识缺失袁弥合性不高
想构筑教育领域良好的人机协同关系袁需具备基

础的人工智能素养知识遥 然而袁无论是开发人员还是
教师与学生袁对其受众意识具有缺失性遥例如袁老教师
现有的智能教育素养水平不足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作用袁走向高质量的数字化教育转型遥 将人工智能素
养教育推广至学校尧培训机构也没有系统地规范和精
准地投入袁弥合性较低遥此外袁教育人工智能实际上拉
大了各学校与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袁其发展没有真实辅
助不发达地区尧一些特殊群体的学习袁群众普遍没有
意识其带来的差异与影响遥 因此袁仍需更加关注教育
人工智能落后的山区学生尧聋哑学生等[22]遥

三尧敏捷治理院一种全新的治理导向

所谓敏捷袁是面对事件或环境变化时能野简单尧灵
活尧快速冶地作出反应遥 2018 年袁世界经济论坛的召
开袁野敏捷治理冶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和意义袁强调其是
一种以顾客为中心袁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政策制定
过程[23]遥 清华大学薛澜教授认为袁敏捷治理的核心思想
是针对新兴技术分享提出的一种治理理念和改革目

的袁两大显著特征是参与广泛度和时间灵敏度[24-25]遥 此
外袁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要要要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曳
文件中也提出袁野和谐友好尧公平公正尧包容共享尧尊重
隐私尧安全可控尧共担责任尧开放协作和敏捷治理冶八
项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标度袁这意味着敏捷治理在中
国开始从社会治理领域拓展到人工智能领域[2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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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敏捷治理的演变趋势袁能发现敏捷治理与传
统治理并不一致袁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袁敏捷治理
作为一套具有全面性尧动态化及精准性的机制袁创新
了传统治理模式袁分别从治理目标尧治理形式尧治理过
程尧治理特点尧治理工具以及治理反应六个维度来阐
述袁见表 1遥

表 1 敏捷治理与传统治理的区别

第一袁治理目标袁敏捷治理关注可持续性尧灵活
性与竞争力袁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实现治理可持续发
展袁从而提升治理效率曰而传统治理自上而下进行袁以
遵守法律法规为底线袁较为稳妥[27]遥 第二袁治理形式和
治理过程袁敏捷治理强调主动与相关主体间的交流互
动袁征集不同意见袁在变化中求变袁给予良好反馈曰而
传统治理采用管制形式袁被动接受上级安排袁缺乏协
作性遥第三袁治理特点袁敏捷治理注重精准性尧柔和性尧
快速性的要求袁而传统治理却十分模糊袁具有强制性
和滞后性遥第四袁治理工具和治理反应袁敏捷治理采用
数字信息工具精准识别问题袁节约成本和资源袁由主
观人为经验向客观数据驱动转变袁 属于多变型反应
治理方式曰而传统治理通过人工方式和粗糙资源手段
进行治理袁反应较慢袁属于程序型反应治理方式[28]遥
因此袁 在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愈发加剧尧治

理方式不灵活的背景下袁以探讨敏捷治理发展趋势和
敏捷治理与传统治理之间区别为基础袁为教育人工智
能伦理问题治理带来全新蜕化袁健全教育人工智能共
建共享的治理体系[29]遥

四尧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敏捷治理模型构建

在明确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基础上袁立足传
统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袁结合敏捷治理的演绎趋势与
内涵区别袁研究参照敏捷治理的基本模型袁依据敏捷
治理的原则和能力袁提出在治理者视角下教育人工智
能伦理敏捷治理的五步循环模型袁从而更加全面地和
系统地解决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遥

渊一冤敏捷治理的基本模型
本文采用的敏捷治理基本模型来自 2022年 1月

28日人工智能治理准则工作组发布的叶实施人工智能
原则的治理指南曳袁其认为每个管理行为者渊包括企业尧
政府尧非政府组织等各种行为者冤都需执行五步程序模
型袁并提出每个程序的行动目标[30]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敏捷治理基本模型

1. 条件和风险分析
条件和风险分析指治理者应不断分析外部条件袁

关注这些条件会发生哪些变化袁以及由此导致的风险
状况遥包括院渊1冤了解积极和消极影响曰渊2冤了解社会接
受程度曰渊3冤了解人工智能的熟练程度遥

2. 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指治理者应设定治理目标袁并根据外部

条件的变化和技术影响不断审查这些目标遥包括院渊1冤
考虑人工智能治理目标曰渊2冤设定人工智能治理目标遥

3.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指治理者根据设定的目标设计治理系

统袁除了技术系统外袁还包括组织系统及其适用规则遥
在此过程中袁需遵循透明和问责制尧提供适当质量和
数量上的选择尧利益相关者参与尧适当分配责任及提
供补救措施的基本原则遥包括院渊1冤分析差距和解决差
距曰渊2冤提高人工智能管理人员文化水平曰渊3冤通过合
作加强人工智能管理公司间关系曰渊4冤 减少用户事故
发生率遥

4. 实施
实施指实施设计的治理系统的过程遥治理者根据

实时数据和其他输入数据袁 持续监测系统的运行状
况遥 此外袁向可能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适当披露有关
事项的信息袁如系统产生的风险尧运行设置以及补救
措施等遥包括院渊1冤确保能解释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的实
施状况曰渊2冤确保能解释各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情况曰
渊3冤考虑将人工智能治理的实施情况列为非财务性信
息袁主动披露遥 在此过程中袁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袁
也对外部因素造成影响遥

比较项目 敏捷治理 传统治理

治理目标
可持续性尧灵活性与

竞争力

合法化尧遵守法律
法规

治理形式 互动型 管控型

治理过程 主动型 被动型

治理特点 精准性尧柔和性尧快速性

治理工具 数字信息工具

治理反应 多变型 程序型

模糊性尧强制性尧滞后性

人力资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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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
评价指治理者评估最初设定目标是否已完成遥如

果设定目标没有实现袁系统就会重新设计遥 包括院渊1冤
验证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是否有效曰渊2冤
寻求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意见遥

6. 对条件和风险的重新分析
对条件和风险的重新分析指治理目标因外部因素

造成的影响而不得不修订袁 此时应分析治理系统的运
行条件或风险状况是否发生变化袁如果发生变化袁是否
需对目标重新修订袁这是回到循环第一步的过程遥

渊二冤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敏捷治理的五步循环模型
敏捷治理的原则指敏捷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守的

基本原则袁包括院灵活性尧快速性尧主动性尧多元性与公
众性遥 敏捷治理的能力指敏捷反应所具备的能力素
质袁包括院感知能力尧反应能力尧决策能力尧动员能力尧
执行能力尧协调能力遥基于上述敏捷治理基本模型袁依
据敏捷治理的原则与能力袁结合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
风险特点与传统治理依然存留的问题袁本文提出教育
人工智能伦理敏捷治理的五步循环模型袁 如图 3所
示袁 以期改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效果袁提
高治理效率遥

图 3 五步循环模型

1. 伦理风险分析
伦理风险分析指治理者应不断总结目前发生的

所有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袁并分析这些问题是由哪
些原因造成袁会给教育主体带来哪些伤害遥包括院渊1冤了
解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并及时记录曰渊2冤了解社会各
界人士对伦理问题的认识程度曰渊3冤了解开发教育人工
智能产品的企业尧研究所等对问题的认识程度遥

2. 伦理治理的目标设定
伦理治理的目标设定指治理者应根据分析情况袁

设定治理目标袁根据外部条件尧影响因素尧反馈情况和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目标设定遥包括院渊1冤分
析与衡量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目标曰渊2冤 设定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目标遥

3. 伦理治理系统与规则设计
伦理治理系统与规则设计指治理者根据设定的

治理目标设计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系统遥在治
理系统中袁包括每一项人工智能产品或技术存在的问
题与对应治理方案袁还包含系统治理的组织架构体系
与各层组织应遵守的规则遥包括院渊1冤通过数字化信息
工具分析教育人工智能产品或技术等产生的伦理问

题袁提出解决方案曰渊2冤提高开发人员尧管理人员尧教师
等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素养曰渊3冤以政府为抓手袁促进
企业合作袁形成业界认同的治理规则曰渊4冤降低教育人
工智能使用者发生事故概率遥

4. 治理伦理问题的实施
治理伦理问题的实施指设计治理系统后实施的

过程遥系统的管理者需实时录入并监测数据袁保证系统
能正常运行袁 在事故发生后按照准备的解决方案及时
处理袁形成快速反应尧系统的循环流程遥在实施过程中袁
仍需注意向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者适当披露有

关信息遥 包括院渊1冤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系统的
流程遵守可解释性曰渊2冤主动向外界透露治理过程中所
涉及的非财务信息遥 在此过程中袁会受到外界正向或
负向的影响袁也可能对外界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遥

5. 评价治理情况与再分析
评价治理情况与再分析分为两部分院 第一是评价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系统的实施情况袁 评估与
最初设定目标是否吻合尧是否具有合理性袁征集多方意
见袁进一步改善治理系统曰第二是对伦理风险再分析袁
在征集评价过程中袁关注每种伦理风险是否发生变化袁
若有变化则需再次进入循环袁 重新设定目标并录入治
理系统中袁两部分同时进行袁以提高治理效率遥

五尧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敏捷治理的实践路径

从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五个问题出发袁构建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敏捷治理的五步模型袁以敏捷治理
的原则与能力为实现模型的辅助基础袁打造教育人工
智能伦理敏捷治理的五层实现路径院分析层尧目标层尧
设计层尧 实施层尧 评价层袁 并以本文上述归纳的
野PBAS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为例袁详细阐述通过
敏捷治理解决的实现路径袁如图 4所示遥

在五层实现体系中袁分析层是第一层袁是对伦理
问题的预见性分析与收集袁多方主体灵活参与袁具备
快速感知与动员的能力袁并将其成因尧了解与认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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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数据分析提供给下一层遥目标层通过分析情况设
定符合主旨的治理目标袁具有决策能力和快速性遥 设
计层根据设定的目标设计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治理

系统袁 在系统中以数字化工具作为辅助分析的基础袁
建构每类教育人工智能技术或产品出现伦理问题的

解决准则与方案袁注重加强主体间合作和提升整体伦
理素养水平袁具备多元性尧主动性和动员能力遥实施层
按照设计完成的治理系统对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处

理袁处理过程中遵守可解释性尧透明性等原则袁具备协
调能力尧执行能力和灵活性遥 评价层是采纳各层主体
意见并与实施状况做出对比与调整袁具有公众性遥 一
旦发现对比情况不理想或与预想目标之间差距较大袁
则再回到分析层继续循环治理遥

图 4 五层路径体系

渊一冤隐私问题的敏捷治理
在第一类要要要隐私问题中袁 多数以学生隐私泄

露情况为主遥 教师可监测学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袁进行样本采集与存档袁上报学校进行汇总处理袁
再交由企业与政府来分析不同地区尧 不同人工智能
的产品共性袁总结优缺点遥 例如袁采集学生数据带来
的好处是什么袁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袁 并积极调查学
生尧教师尧学校管理者对其认知程度袁详细分析产生
此类情况的原因遥在分析完成后袁得知发生隐私泄露
问题可能是由于学校监管不力袁 教师对学生隐私保
护意识不强袁因此造成伤害遥治理目标则需加大对学
校的监管力度袁加强学校对学生的保护遥根据治理目
标袁在治理系统中将解决方案定为院政府发布政策落
实监管机制袁 学校建立合适的监管与奖惩机制督促
教师注意保护和关心学生袁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严密
性袁并利用信息化采集工具检测落实程度袁对实施情
况进行统计袁可通过实地调查法尧抽样调查法等对学
生是否受到了隐私泄露的威胁进行征集袁 再调整治
理方案遥

渊二冤偏见与歧视问题的敏捷治理
在第二类要要要偏见与歧视问题中袁人工智能背后

的算法偏见与歧视是最为突出的情况袁这与开发人员
具有较大关系袁以企业作为分析主体袁教师尧学生与政
府等作为辅助人员袁 明晰偏见与歧视的背后逻辑袁并
调查大众对其的意识遥 根据掌握情况设定治理目标袁
主要与开发人员有关袁加大对教育人工智能的产品测
试袁提醒教师仍应多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袁尤其
注意对已受到偏见与歧视的学生提供帮助袁如调整学
习方式与心理爱护遥 根据治理目标袁在治理系统中将
解决方案定为院企业要求开发人员在产品中嵌入算法
监测系统袁通过数字化监测工具掌握使用情况袁根据
收集数据调整关于男女性尧容貌设定尧巡逻行为等设
定袁提高开发人员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素养遥最后袁剖
析日常教育环境中真实发生的现象袁可采用集体访谈
法尧问卷调查法等了解学生是否遭受到或意识到未知
的偏见与歧视袁加强偏见检测和道德评估袁为后续的
发展做出改正[31]遥

渊三冤自治问题的敏捷治理
在第三类要要要自治问题中袁教育人工智能产品可

能会剥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袁威胁教师地位袁与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学校管理者对其规制的要求有关袁有
许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主决策能力的降低袁需采纳
各层人士对其辅助教学的看法袁采纳是否给教师带来
职业焦虑和压力的意见遥根据了解的情况设定治理目
标袁即在人工智能课程中有序安排教学活动袁坚持以
学生为主体袁同时对人工智能的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
划分遥根据治理目标袁在治理系统中将解决方案定为院
学校需对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安排进行初步检验与

评估袁从小班教学拓展至大规模袁借助信息化工具收
集教师与学生使用过程的真实感受袁提升学校管理人
员的人工智能伦理素养袁通过企业合作控制人工智能
的地位权限遥 最终采取抽样调查法尧问卷调查法等探
讨教育人工智能自治问题是否被有效解决袁还学生真
正地自由袁降低教师的职业焦虑遥

渊四冤监视问题的敏捷治理
在第四类要要要监视问题中袁常见情况是通过数据

采集型的教育人工智能产品对学生的面部表情尧语言
行为尧学习方式等进行监视袁使学生产生惧怕心理袁从
而拉开师生间距离遥这与教师各类行为控制具有密切
联系袁其一言一行始终对学生产生较大影响袁需通过
多方深度调查才能了解学生内心真实想法遥 因此袁治
理目标应是预估教师水平尧素养尧性格等多方面因素袁
开展考核机制对教师进行预先衡量袁 并通过考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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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 Governance: A New Model of Ethical Governance for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NG Youmei, WANG Dan, LIANG Weiyi, LIU Chenchen
(Research Center for Big Data and Smart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human beings have entered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data scal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but there are also unavoida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leading to a series of ethical issu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thical risks of educational AI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PBAS", analyzes five existing
shortcomings of ethical risk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a new governance model, agile governance, as an
innovative response to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educational AI. This study takes the trend of agile
governance and it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the entry point, combines the principles and capabilities
of agile governance, constructs a five-step cyclic model of ethical agil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al AI,
designs a five-level practice path, and elaborates agile governance solutions using the four categories of
"PBAS" as examples. The results provide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for the ethical issues of educational
AI,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thic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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