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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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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袁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袁急需构建面向

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遥 文章从人才发展尧AI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出发袁构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

范体系模型院野技术内容规范冶将基础性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袁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学生能

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曰野技术工具规范冶围绕可用性尧适用性尧安全性尧价值观对 AI学习工具的设计尧开发和应用全过

程提出规范要求袁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体验曰野技术伦理规范冶基于以人为本尧公平公正尧安全可控原

则袁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袁旨在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尧社会尧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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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引 言

21世纪以来袁野互联网+冶 颠覆与重构教育系统袁
给未成年人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伴随着诸多风险与挑
战遥 随着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变革逐渐深化袁技术赋
能教育变革迈入了深度发展的阶段袁解构与重构的特
征日益明显袁在这一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
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机遇背后的巨大风险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于 2021 年发布 叶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
书曳袁 其中特别强调要 野提供充分的人工智能素养教
育冶袁野以负责任和合乎伦理的方式冶 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教育[1]袁从宏观层面为规范人工智能教育伦理
提供了国际经验遥技术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日益成为
宏观教育治理尧微观育人实践中的时代性命题遥

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新时代学生学习的有力支

撑袁但未成年人正处于高认知尧低控制的成长发展阶

段袁 其自身人格塑造和培养容易受到人工智能技术
影响[2]遥 同时袁 随着 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袁 未成年人成长也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
战袁未成年人教育也将产生更多野科技向善冶野本真育
人冶的现实诉求遥 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需
更重视技术伦理和人文包容袁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预测
和管理袁 以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正向应用袁加
速数字技术驱动的文明变局遥

为此袁 本研究将探索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
术规范袁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框架袁
以指导人工智能核心素养尧应用监管尧安全伦理等标准
规范的研制袁从系统全局观的角度为建立以人为本尧面
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提供理论指导遥

二尧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现状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袁是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院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野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1&ZD32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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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标准名称 发布单位 内容结构 内涵

2020年

叶普通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渊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冤曳[3]渊仅野人工智
能初步冶模块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部

人工智能基础 要求学生全面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其核心概念袁能清晰
阐述各种典型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作原理和实施步骤曰要求学生
亲身参与并体验设计与构建简单智能系统的全过程袁深化对智
能系统实现方法的理解曰培养学生以智能技术服务人类发展的
责任感

简单人工智能应用模

块开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

2021年
叶中小学人工智
能课程开发标准

渊试行冤曳[4]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中 小

学 信 息 技

术 教 育 专

业委员会

人工智能与社会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袁让
学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本身所固有的智能属性尧 特征与规
律袁探究人工智能如何从人类智能中衍生袁并不断朝着实现人
类智能的目标推进

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
围绕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基础原理与技术展开袁 包括机器感知尧
表达与推理尧机器学习尧自然交互

2022年

叶义务教育信息
科技课程标准

渊2022 年版 冤曳 [5]

渊仅野人工智能与
智慧社会冶模块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部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和常见应用
主要包含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术语尧 人工智能与社会之
间的联系袁以及人工智能应用中需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

人工智能的实现方式

智慧社会下人工智能

的伦理尧安全与发展

2022年

叶中小学阶段的
人工智能课程 院
对政府认可人工

智能课程的调

研曳[6]

联 合 国 教

科文组织

人工智能基础 主要包含算法与编程尧数据素养尧情境化问题解决

伦理和社交影响
主要包含人工智能伦理尧人工智能的社交或社会影响袁以及除信
息通信技术外袁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理解尧 应用和开发人
工智能工具

主要包含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尧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尧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2023年
叶中小学人工智
能课程指南曳[7]

中 小 学 人

工 智 能 课

程 指 南 课

题组

人工智能概念与历史 主要包含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与特征尧技术发展历程和未来展望

人工智能应用与技术
聚焦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场景及背后涉及的核心

技术袁帮助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实际应用价值与潜力

人工智能感知与数据
聚焦信息感知和数据表示展开袁 帮助理解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
核心机制及其在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领域的关键作用

人工智能方法与实现
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典型算法介绍及其核心功能的实现过程

展开袁属于核心内容之一

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
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袁关注技术对社会造成的影
响袁属于核心内容之一

技术在内容尧技术工具尧伦理等多个不同层面袁对未成
年人产生野科技向善冶野本真育人冶作用所体现的诉求遥
这种诉求是以技术的逻辑尧技术的功能尧技术的野思
维冶来影响未成年人的遥因此袁本研究将从三个层次探
讨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院一是技术内容
规范袁探讨未成年人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应该理解到
什么程度袁这是从人才发展的视角进行理解袁对应未
成年人的核心素养曰二是技术工具规范袁探讨作为人
工智能赋能的各类学习工具袁应该如何更有效地服务
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尧心智特征尧年龄特征袁解决当
下社会发展中未成年人成长的问题袁 这是从 AI向善
的视角进行理解袁对应相关部门尧企业和人员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监管曰三是技术伦理规范袁探讨如何

促进未成年人尧社会尧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袁这
是从人机共融的视角进行理解袁对应人工智能应用于
社会的安全伦理遥

渊一冤技术内容规范
为了提升在智能时代的竞争力袁未成年人需要掌

握一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遥这些技术内容需要依照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制定规范袁以促进其在人工
智能技术方面的知识技能提升尧兴趣拓展及价值观培
养遥自此袁以机器人尧编程等为代表的各类人工智能课
程逐渐成为课程教学的新内容袁有关的课程标准也逐
渐规范化尧体系化遥 本研究梳理了近年来以野人工智
能冶为主题的课程内容相关标准袁具体见表 1遥

总体来看袁人工智能类课程内容规范已经初具规
表 1 野人工智能冶主题课程内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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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袁涵盖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知识尧时代性应用尧社会安
全与伦理袁并越来越体现小初高衔接尧完整全面的统
一化取向遥 但目前市场上与少儿编程尧青少年人工智
能相关的课外兴趣班质量参差不齐袁大大小小的教育
机构借着人工智能的东风炒作概念袁这不仅会使社会
大众陷入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误区袁还容易扼杀未成年
人对此的兴趣和天赋遥 因此袁急需制定关于未成年人
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规范袁为学校尧家庭尧社会发挥引
导作用袁推动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遥

渊二冤技术工具规范
近年来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面向儿

童群体的相关应用和产品大量涌现袁蓬勃发展袁场景
覆盖健康尧安全尧教育尧娱乐和公益等各个方面袁在带
来更好体验的同时袁容易造成不公平尧隐私泄露尧泛人
工智能乱象和过度依赖等问题遥 2021年袁中国版叶人工
智能为儿童要要要面向儿童群体的人工智能应用调研报

告曳发布袁针对政府和行业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人工
智能的实用建议和原则袁 特别关注了人工智能对儿童
的适用性[8]遥人工智能赋能的各类工具应该如何发挥正
向价值袁更有效地服务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尧心智特
征尧年龄特征袁是当下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遥

以教育领域为例袁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已经
由广到深袁开始支持到具体学科的学习遥 本团队曾对
17款英语学科人工智能技术工具进行编码分析[9]袁结
果发现袁尽管目前市面上人工智能类学习工具品种繁
多袁 但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性方面仍存在薄弱
点院目前的学习行为分析多为简单的出勤次数尧学习
时长尧视频播放量等数据的采集袁缺乏学科专家视角
所需要的更深入的数据支持曰在资源推荐方面袁大部
分的英语学习软件推荐规则较为简单袁主要是基于匹
配各类学习资源所标注的标签完成的袁相关推荐算法
有待改良与深化曰自动测试和反馈功能缺少对于学习
方法和策略的指导遥 总体而言袁人工智能类学习工具
的发展还需要更加专业的学科视角尧更有针对性的测
评功能以及更科学的个性化推荐和指导机制遥

整体来看袁人工智能技术工具为教育提供了新的
途径和手段遥但是袁技术并非单纯中立的工具袁它渗透
并改变着教育的本质袁 在带来便利和创新的同时袁也
可能伴随着潜在的风险与副作用遥 如果应用不当袁人
工智能可能损害教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遥需要深入地
思考如何在教育中平衡人工智能技术的利弊袁针对性
地制定技术工具规范标准袁在技术的驱动下保持人文
关怀和价值追求袁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有启发力和包
容性的技术环境遥

渊三冤技术伦理规范
现代伦理是以强调个人幸福和权利优先性为特

征的袁而人工智能已经反客为主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深
刻影响袁给人的主体性地位带来了挑战 [10]袁体现在未
成年人身上最为突出[11]遥 特别是以 ChatGPT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中袁带来更加
严峻的全新挑战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23年接连
发布 野Generative AI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冶和
野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冶两份文件袁强调要对教育中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加强管理尧提出规范遥

目前国际上很多机构组织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

的道德伦理原则袁如欧盟提出的野可信赖人工智能冶包
含野人的能动性和监督能力尧安全性尧隐私数据管理尧
透明度尧包容性尧社会福祉尧问责机制冶七个关键条件曰
有学者整理了英美等国共 84份人工智能伦理指南袁
总结出野透明尧正义和公平尧不伤害尧责任尧隐私尧有益尧
自由和自主尧信任尧持续性尧尊严尧团结冶等伦理原则[12]遥
但审慎思考后袁会发现这些原则之间其实缺少了有机
联系袁 且更多地是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限制或预防袁缺
少积极的伦理支持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良性发展作

保障遥 这就要求有一个统领性的野基点冶袁作为人工智
能研发与应用的最高伦理原则袁即野人本原则冶[13]遥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袁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提供更好
的产品和服务袁满足人的需求袁要防止其异化袁避免朝
着危害人的方向发展遥在对未成年人影响最为深刻的
教育领域袁 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遵循教学伦理原则院
以学习者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应用人工智能曰加强数
据管理与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曰 加强学习者与教师自
治袁尊重学习者与教师的自主性[14]遥 因此袁首先要以平
衡野工具理性冶和野价值理性冶为基础袁构建统一尧和谐尧
促进人与技术共生的观念基础袁强调教育中人的中心
地位曰其次袁要构建一系列核心原则用以支撑人工智
能教育伦理体系袁如隐私原则尧透明原则尧平等原则尧
问责原则等[15]曰最后袁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中袁始
终发挥技术优势袁同时保障师生主体权益袁实现负责
任的人工智能教育[16]遥

三尧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
框架构建

基于技术内容尧工具和伦理三个层次的探讨袁本
研究构建了以核心素养尧 应用监管和安全伦理为核
心的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框架袁 下面
将具体从人才发展尧AI向善和人机共融的视角作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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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解读遥
渊一冤核心素养院技术内容规范
目前以 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

正快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尧学习尧工作方式袁未成年人
所处的成长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遥学校作为未成年
人接受教育的主阵地袁需要立足时代特色袁根据国家
课程计划和课程管理要求袁 为学生提供技术内容教
育遥 以叶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渊2022年版冤曳和
叶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渊2017年版 2020年修
订冤曳为基础袁本研究将野技术内容规范冶定位为野基于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袁规定未成年人应学习的人工
智能技术知识内容冶遥结合我国人才培养要求尧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袁面向未成年人的
人工智能技术内容规范应立足于发展人工智能时代

学生的核心素养袁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院
基础性知识院包括信息处理的基本概念尧信息系

统基础尧常用软件基础尧网络基础知识尧信息安全和数
据隐私保护尧程序设计等方面的知识遥 这部分内容要
求未成年人能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知识遥

时代性知识院包括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
联网等前沿技术及其应用袁以及面向未来数字经济社
会和数字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遥时代性知识是由技术本
身发展的特性决定的袁需要特别考虑未成年人的先验
知识经验及其未来发展的有效衔接袁以便帮助其体悟
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时代变化遥
价值性知识院包括数字伦理尧数字公民素养尧知识

产权尧信息权利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袁涉及数字道德尧社
会影响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遥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
的背景下袁未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正确看待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袁需要对技术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袁对自身使用技术担负
起应有的责任遥从价值观的角度增强未成年的信息社
会责任意识袁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内容知识与未成年人
核心素养发展的统一遥

渊二冤应用监管院技术工具规范
实现真正有效的标准治理袁必须将标准内嵌到人

工智能的技术生成过程中[17]袁为技术工具的开发与应
用提供明确的监管准则遥 2020年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曳袁对智慧教育领域的行业应用标准作出了
指示袁要求规范在新型教育体系中的教学尧管理等全流
程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18]遥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曳中强调袁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袁应符合野适
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冶原则[19]遥 基

于上述考虑袁 野技术工具规范冶重点关注如何基于新
型教育体系袁规范赋能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设
计尧开发与应用袁兼顾技术本身的质量安全和教育环
境的特殊需求袁促进教育新生态可持续尧稳定发展遥 该
规范的重点关注对象是人工智能赋能的各类学习工具

渊简称野AI学习工具冶冤袁因此袁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
能技术工具规范应立足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尧 心智特
征尧年龄特征袁从 AI向善的角度出发袁重点关注智能时
代技术对未成年人个性化尧智能化尧开放式学习全过
程的支持袁具体可围绕以下四个维度展开院

可用性院指 AI学习工具在设计尧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袁以使用者为中心袁保证工具功能易于理解尧易于使
用袁有效实现其开发目的遥可用性是 AI学习工具作为
技术工具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功能特性遥 同时袁考
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袁AI学习工具还
应重点考虑使用时长的限制机制袁避免过度使用会对
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遥

适用性院指 AI学习工具在设计尧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需要考虑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和差异袁以便满足其使
用需求遥 AI学习工具的服务对象是学习者袁包含未成
年人群体袁因此袁首先要考虑其功能对使用者的年龄
适配性遥 同时袁AI学习工具本质上是为学习者提供学
习帮助的工具袁须具备较好的教育性袁不能只停留在
娱乐层面遥此外袁智能时代的学习具有显著的个性化尧
定制化特征袁AI学习工具也要顺应时代特点袁强调个
性化内容推送袁尽可能地根据未成年人的兴趣尧学习
能力和偏好来智能定制推送的内容遥

安全性院指 AI学习工具在设计尧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应对潜在风险和威胁的能力袁以保护系统和使用者
的安全遥一方面是保障 AI学习工具系统本身的安全袁
另一方面是保障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安全遥未成
年人作为弱势群体袁 容易被黑客定位为攻击目标袁在
AI学习工具的设计与开发阶段就需要针对这类情况
预设安全解决方案遥 此外袁AI学习工具在提供数据和
资源时袁要注意加强分类管理和访问权限限制曰在收
集与管理未成年人信息时袁要避免未成年人的敏感和
个人信息被泄露或滥用袁同时也应考虑到未成年人的
心理特征袁避免过度采集数据对未成年人心理发展造
成负面影响遥

价值观院指 AI学习工具在设计尧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必须遵循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价值取向遥 AI学
习工具的使用对象多为未成年人袁 其功能主要为教
育袁 因此袁AI学习工具的设计尧 开发与应用必须符合
社会和人类价值观袁避免出现影响社会团结和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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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袁避免开发不道德尧有争议的产品袁坚决避免将未成
年人置于潜在危险或是不良影响中遥

渊三冤安全伦理院技术伦理规范
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影

响国家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20]遥 面向未成年人
的技术伦理规范必须在推动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规范

研究的大前提下袁兼顾实现我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相
互转化袁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道路遥 2022年 3月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曳袁 确立了
野增进人类福祉尧尊重生命权利尧坚持公平公正尧合理
控制风险尧保持公开透明冶五大中国科技伦理基本原
则[15]遥 在本研究中袁将野技术伦理规范冶定位为基于我
国国情与国际趋势袁规范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
育领域所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遥技术伦理
规范作为一种上位的价值导向袁在整个面向未成年人
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中起统领性作用遥 因此袁从
人机共融的角度出发袁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
伦理规范应全面审视未成年人尧社会尧自然和人工智
能的关系袁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院

以人为本院 指保障未成年人成长与发展的福祉袁
尊重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利袁并引导未成年人树立和谐
共处尧社会责任尧保护自然的意识遥人工智能技术应坚
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袁 促进未成年人成长与发展尧
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袁 构建和谐共进的社会生态环
境袁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遥

公平公正院指保障未成年人享有平等公正的合法
权益袁避免人工智能算法决策歧视未成年人袁并引导
未成年人树立公平公正的意识遥人工智能技术应为不
同种族尧性别尧地区尧教育背景的未成年人提供平等的
服务内容袁并且避免权力滥用和不当歧视的算法模型
出现袁 为未成年人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技术环境袁营
造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遥

安全可控院 指保障未成年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时的身心健康袁并引导未成年人树立自我保护意识遥应
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人工智能技术给未成年人带来的

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风险袁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袁确保未
成年人的身心安全袁 杜绝不良社会行为和技术滥用现
象袁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公众信任度和认可度遥

渊四冤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模型
技术内容规范尧技术工具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是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方面遥本文梳理了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历程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袁通过与一线实
践者的对话袁了解未成年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及实际需求袁深入挖掘当前政策对于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引导和支持情况袁综合考虑
教育技术领域专家的意见进行修订与讨论袁最终构建
了多主体视域下未成年人与人工智能和谐共进的技

术规范体系模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模型

野技术内容规范冶将基础性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
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袁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
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袁符合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规律袁 促进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的发
展袁提高他们对现代科技的认识和理解袁同时增强道
德尧法律和伦理观念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责
任感遥 学校和教育机构可以根据技术内容规范袁制定
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袁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人工
智能技术相关知识袁提高其核心素养和应用能力遥 相
关企业和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技术内容规范推动行业

应用标准化和规范化袁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水平遥 家长尧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借以了解和普及人
工智能知识袁 对于不良信息和应用进行过滤和选择袁
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袁帮助他们逐步
成为数字时代的主人和有责任感的公民遥

野技术工具规范冶围绕可用性尧适用性尧安全性尧价
值观对 AI学习工具的设计尧 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提出
规范要求袁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
体验袁让人工智能赋能的各类学习工具更有效地服务
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尧心智特征尧年龄特征袁体现
AI向善原则遥 企业可以依照规范进行针对性的技术
和管理调整袁提高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和保护未成年人
安全的意识和能力遥政府和监管部门应严格依照规范
对市场上的 AI学习工具进行全面监管和检查袁 并积
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袁规定和约束人
工智能技术在未成年人领域的应用范围和规范遥 此
外袁未成年人和家长也应根据规范的要求袁发挥主观
能动性袁 选择可能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的 AI学习工
具袁 加强对于不良应用和受限应用的警惕和鉴别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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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自身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和保护遥
野技术伦理规范冶基于以人为本尧公平公正尧安全

可控原则袁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袁旨在
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尧社会尧自然和人工智
能的和谐共处袁树立未成年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遥 政
府和社会可依据技术伦理规范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
管和监督袁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袁为未成年人提供更
安全尧健康尧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环境遥学校和家长也
要注重培养未成年人的人文素质和伦理意识袁提高未
成年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自我防范意识袁关注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遥

四尧 结 语

本文首先对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现状和应用态势进行了分析袁讨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
人工智能技术内容规范尧技术工具规范和技术伦理规
范三个层面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袁接着提出了面
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框架袁为解决未成年
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协调发展问题提供指引遥围绕
野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冶袁本研究提出了
技术内容规范尧技术工具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袁分别
指向未成年人核心素养发展尧技术开发与应用监管和
安全伦理价值导向袁旨在推动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
能技术治理袁引导智能技术健康发展袁并进一步完善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体系遥未来的
研究也将继续关注符合未成年人学习特征的人工智

能技术产品和应用袁提升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核心素
养和创新创造能力袁实现人机相融共进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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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elling the story
of education well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Historically,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resents a mutual game of "arrogance" and "prejudice". Technology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a
journey from "sleeping" to "awakening" and then to "expansion", while education has made an immediate
response to technology from "ignorance" to "acceptance" and then to "disorient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echnological "arrogance" and educational "prejud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conflict, including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ity", the habitual conflict between "physical instruments" and "metaphysical ways", and the power
conflict between " technological accomplishment" and "educational adulthood". As a result, problems such
as the elimination of subjectivity, the restric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 obscuration of life have arisen. In
order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echnology -assisted education at the level of "carrying the way in the instrument", grasp the core of
education-led technology at the level of "using the way to control the instrument", and grasp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growing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rrogance"; Educational "Prejudi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Field
Theory; Field Conflict; Field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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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such as
ChatGPT, the minors are facing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an AI
specification system for mino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A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ystem for
min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development, AI for good, and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Technical
Content Specification" combines the knowledg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oundation, times and value,
aiming to regulating the AI technical content that students can ac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e. "Technical Tool Specification" puts forward norma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 learning tools around usability, applicability, safety and values,
aiming to safeguard the use experience of min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centeredness,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safety and controllability, "Technical Ethics
Specification" puts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AI technology, aiming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inors, society, nature and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t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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