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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人的发展立场审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问题袁揭示出人工智能对人的想象力遮蔽的风险袁并探

讨未来教育的可能路径遥 文章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袁指出想象力是人异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能力袁释放师生的想

象是教育伦理的第一原则遥 以想象力为切入点袁指出人工智能所形塑的虚拟景观尧他者叙事尧算法锁定和主奴互动遮蔽

了人的真实体验尧自我省思尧意义生成尧生命实践等袁引发人的想象力退化的伦理风险遥 文章认为袁人的想象是防止人与

人工智能关系异化的关键袁是人机协同不可或缺的要素遥 因此袁未来教育应以释放想象为核心袁从野以我为中心冶的教育

走向野以世界为中心冶的教育袁从注重野技术性冶的教育走向强化野艺术性冶的教育袁从侧重野肯定性冶的教育走向观照野否定

性冶的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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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智能芯片尧智能传感器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技
术的迭代升级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袁人工智能
在丰富教育场景尧拓展教育边界的同时袁也为教育带
来潜在的伦理风险遥 野教育作为一个纷繁复杂的 耶巨
系统爷袁 其发展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袁 而现代技术的
加入袁更使不确定性与日俱增遥 因而教育技术批判的
价值愈发突出遥 冶[1]教育实践是一种具有合目的尧合理
性和合道德的伦理性实践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教育工
具袁其应用必须接受来自教育内部的伦理审视袁即通
过深入教育的本原袁 以人之生命的独特性为起点袁反
思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及其未来建构遥 由此袁一个根
本性问题呼之欲出院我们应当坚守何种教育的基本价
值袁 以规约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教育应
用袁从而以野教育的逻辑冶野人的发展逻辑冶去超越野技
术的逻辑冶袁而不由野技术的逻辑冶限定野教育的逻辑冶袁
让野人机协同冶成为可能袁而非野人为机役冶遥 这一问题
的反思袁既要从野事冶的视角为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提

供依据并反思其伦理风险袁更需要回到具体的野人冶的
发展视角对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与教育的未来进行

批判性思考遥

二尧人之为人院野想象冶及其教育伦理学意蕴

想象是一个极为庞杂的概念遥 艾米窑金德渊Amy
Kind冤认为袁想象野依赖于我们对所讨论现象的直观理
解冶[2]遥 想象所跨越的概念空间是巨大的袁跨越了真实
和不真实尧可能和不可能[2]遥想象内嵌于人类日常生活
之中袁其内涵具有复杂性袁但其对于教育及人类发展
的重要性是确定的遥

渊一冤想象的内涵及本质
在人类学视域中袁想象是人之为人的条件遥 野想象

本身就很难在非人类动物身上表现出来遥想象力是我
们可以证明人类拥有的内在状态和认知过程的特定

模式遥冶[3]想象力作为构想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的

能力袁是智人成为万灵之首的重要原因遥 想象力使得
人类的语言不局限于客观对象袁而具有构造虚拟的世
界的能力袁野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尧碰过尧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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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事物袁而且讲得煞有其事冶[4]遥 人类通过想象打开
了无数个世界袁甚至我们自认为客观的外部世界也都
是经由想象所建构的遥换言之袁野想象力是人存在的条
件袁没有想象力袁就没有所谓系统发生意义上的人类
形成袁也不会有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个体成长冶[5]遥 总
之袁没有想象袁就没有人与世界的有意义的互动袁也就
没有人类世界的形成遥

作为哲学概念袁想象是一种综合能力袁位于感
知 渊Sense Perception冤 和 概 念 理 解 渊Conceptual
Understanding冤之间[6]袁是构成认知主体与认识对象关
系建构的重要环节遥休谟渊David Hume冤将想象视为观
念结构的重要元素之一袁指出想象是人类魔术般的能
力袁人类理智的最大努力也无法加以解释[7]袁想象是因
果尧普遍推理的重要机能袁是人类日常认识与实践不
可或缺的能力遥 康德渊Immanuel Kant冤指出院想象力是
野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在直观中表象出来
的能力冶[8]袁它是综合统一知性与感性材料的一种先天
能力袁具有自发性和生产性遥 想象力是综合知性与感
性的中介袁它使得认识对象成为可能遥 萨特渊Sartre冤认
为袁想象是精神生活的核心袁并指出了想象的两大特
质院第一袁不同于感知将事物呈现为事实袁想象将它的
对象定位为虚无曰第二袁想象具有自发性袁在想象的过
程中意识总是超出自身而指向对象渊想象物冤[9]遥 想象
具有否定性与自发性的双重特性遥

虽然这些解释各不相同袁但野想象冶仍具有其不可
变更的基础性特质袁野无论想象力可能包含什么袁有一
点是基本的袁即它都意味着在脑海中显现了当下并不
存在的意象或可能性冶[10]遥 基于大脑所显现的意象的
反事实式的思考与对可能性的探讨袁是想象的本质特
征遥凭借想象力袁我们超越时间尧地点和环境来思考可
能发生的事情袁计划和预测未来袁创造虚构的世界袁并
考虑我们生活中实际经历的替代方案[11]遥 概言之袁想
象是超越在场存在进而延展生命与实践无限可能性

的中间环节与中介力量遥
渊二冤想象的教育伦理学意蕴
在人类诸多实践活动中袁教育作为人类所独有的

特殊的交往而存在遥 这种交往蕴含着交互生成性尧双
向滋养性袁是以主体的生命发展尧生命质量提升为直
接目的的交往活动遥 德国教育学家底特利希窑本纳
渊Dietrich Benner冤认为袁教育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类实
践的独特之处在于院渊1冤 只有在敦促受教育者参与自
身教养过程的条件下袁教育实践才能结合受教育者的
可塑性来要求或促进其发挥主动性 遥 渊2冤只有教育实
践以预设自己的终结为其基础[12]遥 换言之袁教育实践

的根本目的在于激活人的主动性袁使其走向自由与独
立遥只有通过独立活动袁个人才能找到他的野更高的完
美冶渊Higher Perfection冤袁而这种独立的活动源自于野内
在的精神生命力冶渊Inner Spiritual Life Force冤袁也即想
象力[13]遥 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使命的教育袁其本身蕴含
着伦理性的要求要要要充分释放而非压抑人的可能性袁
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他还不是的那种人袁培养学习者
还不会的能力袁使其持续对自身开放遥

威廉窑洪堡渊Wilhelm von Humboldt冤指出袁野真正
道德的第一条法则是教育你自己冶[14]遥 释放师生的想
象袁使其成为自主地持续发展的人袁是教育伦理的第
一原则遥释放想象意味着通过教育激发个体对自我与
世界诸多可能性的探索袁从而赋予了每一个具体的人
以公平与正义院让每一个人最大程度地发现与发展生
命的可能性袁 使其得以自主地应对复杂的生命境遇袁
不断展望自身生命在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中所可能达

成的境界袁彰显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力量遥

三尧人为之人院人工智能对人类想象的遮蔽

人与其他动物尧机器的最大差异在于人具有想象
力遥 想象力让人获得属于个体的野我冶的独特生命体
验袁并不断生成属于野我冶的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与意
义世界遥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创造
性袁但它是对人类已有成果进行排列组合而获得的偶
然性成果袁野真正的创造行为是有意识地去创造规则袁
而不是来自偶然或随机的联想或组合冶[15]遥 想象意味
着不臣服于当下短暂的愉悦和满足袁不片面地接受既
定的存在与规则袁而是直面野人冶野事冶野理冶的可能性袁
形成新的规则或创生新的内容遥现有人工智能天然的
局限性袁 在构塑新的生存境遇中遮蔽了人的想象袁导
致人在技术的野座架冶之中成为由人工智能所矫治的
野人为之人冶遥

渊一冤虚拟景观遮蔽了真实体验
虚拟现实尧增强现实尧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出现袁

拓展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袁让人超越现实而获得沉浸式
的交互体验袁更让人以一种异于日常现实的野虚拟角
色冶而代入其中袁开启一种分身式的野第二人生冶遥在虚
拟与现实的生存转换中袁人们打破传统存在方式的局
限袁形成虚实相生的意义世界遥 这为人类生活提供了
另一种可能袁丰富了人的感官与精神体验袁为激发人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提供了可运用的野支架冶与可调配
的野图景冶遥

虚拟世界本质上是一系列虚拟景观的集合袁遮蔽
了人对现实世界的真切体验袁人成为虚拟世界中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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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化的 野抽象人冶袁 限制了人对自我发展可能性的想
象遥 当数字化景观迎合人类的需要袁人便在虚拟景观
的弥漫中异化为符号性的存在院自我成为扁平化的符
号的同时袁也将他者视为符号遥 在符号化的虚拟景观
中袁人持续地参与其中形成虚假的身份认同与形象改
造袁 将自我生命投注于不可被兑现的虚拟承诺之中袁
遗忘了真实世界的生命整全与切身体验遥人为有限地
被他者所构造的虚拟景观所迷惑袁沉溺于虚拟世界的
形象建构而成为野抽象人冶袁忽视了在现实时空开展个
性化具身实践的野具体人冶的建构遥 野抽象人冶对野具体
人冶的占据使得人的主体性无法在复杂的现实交往中
呈现袁 人坠入技术所营造的扁平化的虚拟景观之中袁
被这一野座架冶所套牢袁难以为主体参与现实生活提供
更多的可能和契机遥

渊二冤他者叙事消解了自我省思
智能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遥智能技术让人类生

产的信息与知识转化为数据进行存储尧分享与精准分
析袁构筑起一种野基于网络参与合作袁在理性思考尧解
决问题尧制订方案尧执行复杂任务以及创造性思维过
程中袁所体现出来的团体性智慧或能力冶[16]袁即集体智
慧渊Collective Intelligence冤遥集体智慧使得人在任何时
刻尧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取想要的任何信息袁而多主体尧
多视角尧多立场的集体叙事也有助于突破个体思维习
惯与认知偏见袁激发了人类群体的想象力遥
集体智慧在汇聚群体智慧的同时袁也存在遮蔽个

体主动性的风险遥 面对海量现成的智慧资源袁个体极
易形成对他者叙事的依赖而放弃独立自主的思考袁导
致个体自我的具身体验与省思让位于他者创生的想

象遥 表面上看袁集体智慧的涌现使得人从以往的被动
学习转入了主动学习袁但更多时候却是野被迫主动冶[17]遥
一方面袁个体可能以野拿来主义冶的方式对他者的叙事
进行野复制粘贴冶袁省略了自我探索的过程而导致个体
的想象力被他者所形塑和替代曰另一方面袁基于他者
认同的需要袁个体也可能受到群体的片面引导袁导致
话语的同质化袁遮蔽了人在亲知中所生成的个性化阐
释遥 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被智能机器生成所替代袁乃至
成为被信息喂养的野无脑之人冶袁无以自主想象与生成
关于事物本质的可能性认识遥

渊三冤算法锁定替代了意义生成
数据尧 算法和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要素袁

而算法是实现人工智能的重要引擎[18]遥 算法是描述智
能机器执行任务的数学模型袁是让智能机器自动执行
一系列任务的规则遥 以数据为基础袁算法实现了对海
量的高维尧非结构化数据进行降维和结构化处理遥 智

能算法是对人类计算能力的超越袁其所拥有的数据追
踪尧未来预测尧个性化推荐等为进行高效的选择与决
策提供了依据袁也为人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参考遥

智能算法本质上是数据的输入与输出袁通过特定
程序与数据的共同作用而形成对事物的判断与描述遥
以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使得野一切皆可计算冶遥当人
被嵌入算法中袁 算法逻辑便替代了人的发展逻辑袁人
也就也成了野可算度的人冶袁由此形成了基于野技术黑
箱冶的加强版的野大他者冶袁实现了算法对人的规训遥
野在一个人彻底接受大他者对其所规制的角色后袁他/
她的存在就必然是被截短了遥 冶[19]通过一系列的代码

运算袁算法确立了对整全的人进行切片式的分解与标
签化设定的秩序袁人被抽象化为数据的集合袁锁定在
既有的算法程序当中被监控尧分析与决策遥算法的野确
定性冶逻辑遮蔽了人的发展的野可能性冶逻辑袁以确定
性的框架锁定了人对自我尧事物的选择与判断袁使其
仅关注单向度的被算法认证的某些优势能力袁忽视了
复杂生命境遇中所能获致的其他可能性遥

渊四冤主奴互动剥离了生命实践
人工智能介于无生命的物与有生命的人之间遥虚

拟景观尧他者叙事和算法锁定等共同构建了人与人工
智能这一野类人冶物之间的仿真互动关系遥这一互动关
系介于主体互动与主客体互动之间遥 一方面袁人工智
能以服务者的角色出现袁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袁对人类
某些劳动具有替代功能曰另一方面袁它又在某些方面
赋予了超人类的能力袁成为决策者或评价者遥由此袁人
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构成了一种 野主奴互动式冶
关系遥 根据黑格尔渊Hegel冤的野主奴辩证法冶袁主人役使
奴隶为自己劳作袁导致主人身体与智能的退化袁奴隶
反而在勤奋的劳动中日益强壮遥 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
根本区别是暂时的袁 时间将取消和改变人的主奴身
份遥 冶[20]人工智能对人的替代袁使得人剥离了自身与真
实世界的直接关联袁导致自我生命的抽象化尧浅薄化袁
乃至出现了主奴身份的翻转而不自知遥

实践是生命存在的根基袁也是生命发展的根本方
式遥 野人的生命袁包括人的诞生在内袁其生命发展和创
造的历史袁都与人的独特的生存活动要要要实践袁存在
着内在相互生成关系遥 冶[21]实践是主体确认自我身份袁
构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方式遥人的具身实践赋
予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袁使其在复杂的境遇中生成个性
化的意义与想象遥 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与信任袁
阻隔了人与客观世界的直接联系袁以确定性的技术客
观主义遮蔽了人向世界敞开的整体主义袁导致人之想
象无所依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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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为人之人院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想象的敞现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关键问题不在于 野是什么冶
野为什么冶野怎么办冶袁而在于回到野人是谁冶的本体追
问袁即以人的发展为基本立场袁以人工智能作为辅助
性工具袁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张扬袁释放人的想象力袁
使其作为一种赋能型的存在遥

渊一冤优势融合院超越单向依赖袁激活全域育人
想象的敞现既依赖于外在于人的事与物的赋能袁

更源自人自身作为主体的自觉发挥遥人工智能时代的
教育并非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教育袁而是更需要凸
显人之独特优势的教育遥 德国当代哲学家京特窑安德
斯渊Gunther Anders冤曾指出袁人们在面对其创造物时袁
产生出自愧弗如与自惭形秽的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冶袁
即在机器面前袁这种野创造与被创造关系的倒置冶使人
成了过时的人[22]遥 事实上袁野过时的人冶只不过是尚未
在机器面前发挥人之优势的人袁真正的野过时冶是存在
论意义上的过时袁是人在面对机器扩张的同时放弃了
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的野过时冶袁是放弃了对自我与世
界的无限想象袁将自我化归于技术所形塑的有限时空
之中的野过时冶遥人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不封闭的意识
世界袁能够处理不合规则的问题袁甚至修改和创造新
的规则袁而目前人工智能所在的是野一个封闭的意识
世界袁是一个由给定程序尧规则和方法所明确界定了
的有边界的意识世界冶[15]遥 教育作为人之优势与人工
智能优势的重要联结方式袁需要架构起二者优势交互
的教育逻辑袁促进人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和教育人工
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遥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目的是对教育性的赋能而

非技术性的改进遥教育需要引导人区分人与人工智能
的优势差异袁把握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袁尤其要
超越对机器的简单的依赖与信任袁通过怀疑与想象超
越其局限遥在教育中袁通过人工智能与人的优势互补袁
架构起人与现实世界尧人与虚拟世界尧人与自我等不
同层面的有意义关系的建构袁实现学校教育尧社会教
育尧家庭教育尧自我教育共同指向人的自由与理性的
发展袁让人得以在充满想象与创造的空间中发现并激
活自我生命的可能性遥

渊二冤智能进化院创生替代方案袁推进教育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是智能技术加持的人的智能进化

时代袁是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时代遥 人工智能时
代的教育绝非对传统教育的完全否弃袁而是适度的改
良遥 人类已习惯于生活在人工智能围绕的世界之中袁
但也在虚拟景观尧算法锁定之中失去心灵袁人不再是

精神的原产地袁而变成了信息的中转站[15]遥 教育人工
智能及其应用固然有助于构建新的教学生态袁但过度
使用所带来的心灵的体制化袁也存在侵占师生原初精
神生活尧情感体验的风险遥 这就需要教育重新唤醒人
之本有的精神生活袁 复归到人的创造性与情感性袁创
生智能时代的替代性教育方案遥

面对人工智能的日益崛起袁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既要求教育野进入其中冶袁也要求教育野出乎其外冶袁通
过依循技术而又超越技术袁实现教育的持续变革遥 所
谓野进入其中冶袁是指立足教育本质袁野将传统的与教育
本质密切相关的教育习俗迁移于新的人工智能教育

形态之中冶[23]袁发挥其技术性优势袁融合教师研修尧学
生学习尧学校治理尧教育评价等关键领域袁推进人工智
能在教育领域的有效应用遥 所谓野出乎其外冶袁是指以
人工智能作为开发工具与反思对象袁从否定性视角思
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样态袁以多元化想象袁超越人
工智能应用的逻辑形成替代性教育方案遥以人工智能
时代的特征与需求为参照袁 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之
外袁构建新的教育性场景袁例如袁回归自然的教育尧面
向身体的教育尧指向生态文明的教育等遥

渊三冤意义建构院突破景观塑造袁培育理性自由
想象力之所以重要袁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发现新的

事实袁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袁因为它使我们看
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遥 野事实和设想本身是死的东西袁
是想象力赋予它们生命遥 冶[24]人工智能所形塑的景观

遮蔽了人的真实体验与对事物的自由想象袁使得人被
置于自主创生的行动之外曰面对人工智能预制的景观
逼仄袁人更多进行着浅薄化的单向接受袁而缺乏自主
地面向深刻问题与真理的思索遥

面对人工智能所构塑的虚拟景观对人之想象的

遮蔽袁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应彰显个体自主探索与生
命意义建构的重要性袁 既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所构造
的全新世界与虚拟景观袁 也走出纯粹由他者所形塑
的景观的诱惑遥 一方面袁通过教育赋予人对人工智能
本身的辩证思考袁 融合置身式的体验与旁观式的反
思袁使人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内在的局限性袁以理性
思考走出技术的单向限定袁 自主创生个性化的生命
意义曰另一方面尧由于人的意识世界不是封闭的袁而
是永远开放的尧永无定论的状态袁教育应结合人工智
能意识世界的封闭性优势和人的意识世界的开放性

优势袁以个体具身经验为基础袁实现个体经验与人工
智能景观的双向转化遥当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有意识地
介入人工智能应用当中袁 以人的发展为基本立场袁人
的想象自然得以发生袁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教育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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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敞现遥
渊四冤具身实践院回归自主时空袁涵养生命自觉
人工智能横亘在个体生命发展及其具身实践之

间袁它通过对自然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袁改变了
人的自然性特征要要要现实的个人处于自然关系和社

会关系之中要要要导致个体生存的技术化院认知的抽象
化袁抽离了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曰情感的同质化袁远离
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化交往与情感表达曰行动的边缘
化袁仰赖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单向塑造袁忽视了自身的
主动性创造遥人工智能导致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更多
停留于野理论理解冶而非野实践理解冶袁人也呈现为野认
知主体冶而非野实践主体冶袁从而难以通过知行融合开
启生命的诸多可能性遥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须保持在适切性范围袁让教育

与人工智能保持必要的间距袁让师生即使身处于人工
智能时代也拥有必要的非人工智能的生活遥在教育中
赋予师生以闲暇袁 推进师生自主可控时间的教育化袁
激活其内在的生命自觉与实践意向遥当教育回到师生
的自主时空袁适度走出人工智能的时空限度袁师生才
可能在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中构建想象性的理解袁
沟通野天地冶与野人事冶袁形成对自然尧他者尧社会的整体
性理解遥 在此基础上袁通过实践进入复杂系统网络之
中袁 以具身实践打破人在人工智能面前的 野冗余状
态冶袁走出人工智能形塑的技术框架袁成为生活意义的
创造者袁乃至成为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引领者遥

五尧释放想象院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教育

作为人之独特性的想象是弥合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能的中介袁想象一方面让人更加综合多元地应对智
能技术袁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袁防止人的
异化曰另一方面袁人的想象力提升也将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变革与发展遥教育需要面向未来袁重塑理想袁把释
放人的想象作为未来教育的核心袁助推教育尧技术尧人
三者的持续进化遥

渊一冤从野以我为中心冶的教育走向野以世界为中
心冶的教育

在智能时代袁人所面对的世界日益复杂袁人既处
在智能技术所构塑的智能信息网络之中袁也处在由各
类意识形态所形塑的社会关系网之中遥以何种态度面
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袁决定着人之认知尧情感与生命可
能性所能抵达的何种程度遥法国哲学家让-吕克窑马里
昂渊Jean-Luc Marion冤从现象学视角提出了两种看待
世界的态度院一种是野以我为中心冶的态度袁把事物作
为对象渊Object冤去认识袁即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于被物

质包围的世界袁这些物质本质上是功能性的袁我们希
望能够预测状况袁并作出反应尧控制尧纠正和保护袁通过
这种态度袁野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组织的世界中袁 我们
只保留那些可以被构成为对象的东西袁 只保留我们可
以理解的东西袁 在准主人和自然拥有者的控制下冶[25]遥
这种态度使得我们学习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控制

周围的事物袁从而导致那些本应出现的惊喜与意外被
排除在外遥 野我们处于中心袁世界是 耶在那里爷袁更重要
的是对我们来说世界在那里遥 冶[26]第二种态度则是野以
世界为中心冶的态度袁把事物作为事物本身去认识袁由
此袁自我离开了它的中心位置袁控制世界的不是我们袁
而是野在给定的情况下袁我们发现自己受到事物的指
挥袁被召唤来体验它冶[25]遥 世界来到我们身边袁将它的
自我展现给我们袁让我们惊讶渊Surprise冤袁世界命令我
们并召唤我们去体验它遥由此袁我们进入世界之中袁感
受世界给予我们的未曾预见袁甚至尚未准备的境遇和
经验遥 它通过超越我们的已知袁不断突破自身认知的
可能界限遥 格特窑比斯塔渊Gert Biesta冤认为袁第一种态
度从教育学角度引发的是 野从噎噎中学习冶渊Learning
From冤的教育观袁以人的意图为根本的人的主体性曰第
二种态度引发的是野被教导冶渊Being Taught By冤的教育
观袁 是以世界本身的给定性为根本的人的主动性[26]遥
前者更多指涉人对已有经验的运用与重复袁而后者则
是面向不确定性与未知交互的持续生成遥 事实上袁人
工智能的学习是基于现成的人类智慧进行整合重组袁
尚不具备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观点的能力袁其学习的
逻辑是在人类现有认知框架之下的野从噎噎中学习冶遥
人作为存在世界之中的人袁其学习不仅是野从噎噎学
习冶袁更要让身体尧心灵与头脑向世界敞开以回应世界
的召唤袁在野被教导冶的过程中袁释放自己的想象力袁敞
现人与世界关系的更多可能性遥

未来教育应当实现由野以自我为中心冶的掌控式
教育向野以世界为中心冶的开放式教育的转变遥从一个
自我认识和控制世界的眼光袁 转向自我向世界敞开袁
以此发现世界的诸多可能性遥想象的解放则意味着扬
弃现有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源自底层代码的确定性袁走
向对世界不确定性尧丰富性尧模糊性和复杂性的开放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教育既要遵循逻辑的可能性袁更要进
入具体的事件当中袁 回到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
性袁化单一的意图与知识为情境性的有意义的动态性
智慧袁不断拓展人的生命发展的可能性与教育实践的
可能性遥概言之袁通过向世界敞开袁人才真正地将自己
视为一个富有创造性行动的主体袁在不断地野被教导冶
当中突破自身现有状态的能动主体袁而不是局限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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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状态的静态生命体遥
渊二冤从注重野技术性冶的教育走向强化野艺术性冶

的教育

高度发展的技术并不必然促成高度发展的人与

高质量的教育遥 野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袁都
必然会遮蔽和遗忘更多的可能性袁使丰富的可能性扁
平化尧单一化遥 冶[27]技术所遵循的是线性的普适性的逻

辑袁本质上是以野一冶统摄野多冶袁从而忽略了人尧世界与
事件内蕴的模糊性尧复杂性遥与技术相对的是艺术袁技
术是对自然的否定袁因为技术是逆自然的袁它的目的
在于以技术预定的工具性和确定性对世界进行某一

个维度的改造袁把自然所是变成所不是袁而艺术是对
自然的致敬袁因为艺术是顺应自然的[15]遥 艺术具有原
初的创造性袁既有野实然冶的摹写袁也朝向野应然冶之事
的生产袁它以永恒对话开启人与世界的可能性袁使得
生活充满批判性的思维和审美愉悦遥只有技术的教育
极易导致人的机器化袁人进入工具性和确定性的预定
轨道之中袁成为技术之下的冗余袁无以创生个体生活
的意义与价值遥

教育应是怀着激情和原则引导人们就重要的事

物进行的永恒对话袁 既非拿来主义式的浅尝辄止袁也
非毫无情感的机械复制袁而是指向灵魂高贵的无限生
成遥 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人的积极的可持续发展袁教
育理应遵循艺术的逻辑袁成为一种艺术性实践袁以艺
术化的内容尧 过程与方法开启人与世界的永恒对话袁
拓展人对自我与世界的无限想象遥在融合技术发展的
同时袁强化教育的艺术性袁走向一种充满艺术性的教
育遥 艺术性的教育聚合了人的知情意行袁高扬了人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袁联结着人与他者和世界袁在世界之
野像冶与生成之野象冶的互动中袁打破野同一性冶的规制袁
走出技术化理性的铁笼袁从纯粹工具理性野复元冶为一
种野洞察万物之意义的力量冶[28]遥 强化艺术性的教育打
破了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袁回归到人的身体尧情感与
思维等多层次的融合袁不过度强调精准性袁而关照信
息的偶遇性袁 引导人突破人工智能的规约与景观塑
造袁以艺术性想象探寻真理袁不断探索生命发展的可
能性遥

渊三冤从关注野肯定性冶的教育走向观照野否定性冶
的教育

人工智能之智能是人所赋予的智能袁其底层逻辑

是以肯定性为主导的对人类已知世界的确信袁以此通
过数据收集尧分析和整理袁在固有的程序设定之下而
生成满足人类特定需要的内容遥现有学校教育也更多
遵循肯定性的逻辑袁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成为需要被塑
造的对象和被动性的存在袁 从而形塑了终极真理观袁
强调现有知识的权威性曰 构成了单向接受的过程观袁
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曰形成了遵守既定规则袁服从
现成规范的方法观遥

以肯定性为指向的教育袁在底层逻辑上将客观世
界的存在视为普遍合理的存在袁将教育看成一种野是冶
渊Being冤的静态的尧确定性尧程序性的实践袁将尚未成
熟的人视为需要被塑造的对象袁而非自主生长的能动
主体遥肯定性的教育虽然有助于人在短期内尽可能地
获取大量的信息与知识袁但也导致人成为一种信息接
收的机器袁将自我的视域与思维套索在看似合理的现
存秩序之中袁遮蔽了人对自我与世界的可能性想象遥

否定性是人异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质袁人工智能
不具备说野不冶的能力袁不具有反思性遥人能够说野不冶袁
以否定性去打开多种可能世界袁而不是接受那个唯一
世界遥 否定性也让人对自身尧世界的思考有了无穷多
的向度袁以一种反思的精神去拓展自我的可能尧世界
的可能遥 因为否定性提出了一种异于既有存在尧唯一
存在尧确定性存在的新力量袁它促使人在否定性中寻
找新的肯定性袁最终形成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渊肯定冤的
螺旋上升过程袁 不断展开人对自我与世界的新想象与
探索遥 野从基本的伦理观点来看袁教师和学生能动性的
表达需要地不仅仅是重复过去的历史选择袁 而是需要
强调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冶[29]袁观照野否定性冶的教育将
教育作为一个野事件冶渊Event冤而非野是冶袁事件具有打开
全新可能性的潜力院野事件就是揭示了一种不可见甚
至不可想象的可能性遥 一个事件本身并不是现实的
创造曰 它是一种可能性的创造袁 它开启了一种可能
性遥 冶[30]以野事件冶观开展教育活动袁即承认人在教育过
程尧现有符号秩序中的否定能力袁鼓励人在教育中超
越现存的符号坐标袁去想象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诸多可
能遥 人类现存的一切智慧袁唯有通过否定性的审视与
反思袁才可能转化为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与生命发展的
资源遥 通过否定性教育的介入袁人才可能获得真实的
肯定性力量袁使得野现实世界冶与野主观世界冶始终处于
更新迭代之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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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An Eth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nd Future Education

LI Zhengli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thical issu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uman development, reveals the ris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bscuring
human imagination, and explores the possible path of future education.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magination is an important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educational ethics. Taking imagination as a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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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isdom Education"

YAN Shigang, ZHAO Yin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wisdom education is in full swing, and a lot of results have
emerged from bot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more
confusion. This study trie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wisdo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ymology and
philosophy, analyz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erm "wisdom education", and clears up the doubts and puzzles.
It is found that wisdom, as a human attribute and characteristic,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wisdom can only be enlightened but not cultivated. This shows that "wisdom education" is logically
unreasonable, which is the source of many confusions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isdom education. Meanwhil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re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eeds to be vigilant enough, which not only will not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human wisdom, but also may be contrary to the wish and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one -dimensional
humans without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sdom; Education;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landscape, other narratives, algorithm locking and master -slave interactions shap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obscured human's real experience, self-reflection, meaning generation, and life practice,
thus triggering the ethical risk of degradation of human imagin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man
imagination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refore, future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releasing imagination, and move from the "self -centered" education to the "world -
centered" education, from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to the "artistic" education, and from the "positive"
education to the "negative" educ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Ethics; Imagination; Future Education;
Critiqu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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