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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袁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它及其背后的大语言模

型教育应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袁但大部分研究因缺乏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的了解而在问题探讨中存在伊莉

莎效应遥 研究首先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学原理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袁从维贝克野人要技杂合冶视角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本质展开技术哲学分析曰其次袁基于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四大潜能和面临的五

大风险挑战曰最后袁提出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的思想从野设计者冶和野使用者冶两种视角构建野双向奔赴冶的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体系袁将成为未来探索的重要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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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渊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 以下简称 GAI冤 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
领域的广泛应用袁国内外学者围绕 GAI及其背后的大
语言模型教育应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遥 野GAI对教育
领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冶野GAI时代人类教师将会
遇到哪些挑战冶等问题成为热点议题遥 技术乐观主义
者认为袁 它将彻底变革人类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袁因
而成为 GAI教育应用的积极推动者和探索实践者曰技
术悲观主义者认为袁它的应用不但会带来抄袭尧学术
造假尧教师失业等问题袁还会导致学生因缺乏思考而
丧失其主体性袁因而常采用抵制或批判的态度曰还有
部分技术中性主义者认为袁它的出现和以前教育技术
发展史上的其他技术变革教育的预言一样袁终将消失

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遥虽然技术乐观主义者
和技术悲观主义者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得出的观点截

然相反袁但深入分析后发现袁大部分研究者的观点背
后都充斥着对 GAI野黑箱冶的过度遐想袁其中袁有些研
究者以自己想象的 GAI为出发点讨论问题曰技术中性
论者看似客观冷静袁但实则存在因循守旧之嫌袁缺乏
对 GAI新产品及其影响的审慎思考和分析遥GAI实际
上能够做什么袁它在教育中应用的潜能有哪些袁它的
教育应用存在哪些风险挑战袁 人类该如何面对 GAI袁
要深入解答这些问题袁不但要深入 GAI野黑箱冶分析其
技术原理袁还应当从人要技关系的底层逻辑展开哲学
思考袁深刻审视人尧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遥

二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学原理探析

当前对 GAI应用潜能及其风险的讨论大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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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效应渊Eliza Effect冤袁即由于人们对机器缺乏足
够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用野拟人化冶思维去理解机器及
其行为的现象袁 更倾向于下意识地将人类情感和意图
赋予机器袁认为机器和人类的行为机理与模式类似[1]遥
要深入思考和探讨 GAI的应用潜能尧 风险挑战等问
题袁 需要对其运行原理进行必要了解遥 本文所指的
GAI是指能够根据用户的提示信息自动生成文本尧图
片尧音频尧视频等内容的计算机程序[2]遥根据生成内容的
不同袁GAI可分为文本生成尧图片生成尧音频生成尧视频
生成尧代码生成及多模态生成等类型遥不同类型的 GAI
在可接受的输入信息尧可输出的内容类型尧内部处理机
制复杂程度及具体算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袁 但其基本
工作原理具有相似之处遥简单地讲袁能够为公众提供服
务的各类 GAI都是建立在相应的大型或基础模型之
上的计算机程序袁 即其底层支撑技术为大模型渊Big
Model冤 或基础模型 渊Foundation Models冤遥 例如 袁
ChatGPT背后的 GPT模型尧 文心一言背后的 ERNIE
Bot模型尧通义千问背后的 Qwen模型等遥 大模型是指
具备大规模参数和复杂计算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袁可
以简单地理解为一套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袁 它由一系列
实现复杂算法的函数及相应参数列表构成遥 所有的大
模型都具备自我学习和生成输出两项基本功能袁 自我
学习是完成大模型训练的过程袁 生成输出是完成大模
型应用的过程遥 当前主流的大模型都是基于深度人工
神经网络算法实现的袁属于机器学习中的连接主义技
术路线遥人工神经网络就是模拟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
运作模式的计算机系统袁其中的参数描述神经元之间
连接的权重袁模型训练的过程就是通过让程序学习大
量训练数据集并掌握背后存在的关联规律袁进而动态
调整每个神经元连接之间的连接权重将关联规律表

征为参数的过程袁 最终使得该计算机程序可以输出与
训练数据相似的或模型开发人员期望得到的新数据的

过程[3]遥 如图 1所示袁支撑基础大模型的底层人工神经
网络由一个个的神经元构成袁 每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权重即一个参数遥神经元可分为输入层尧输出层和隐藏
层袁其中袁隐藏层的数量决定了神经网络的深度袁进而
决定了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及模型的参数规模遥由于
模型训练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袁经常采用预先训
练的技术路线使其具备相关输出能力袁因此袁大模型
也常称为预训练大模型遥 值得强调的是袁模型预训练
阶段使用何种数据集将直接决定模型输出内容的特

征遥例如袁使用教育学相关数据集训练的模型将生成具
备教育学学科特色的话语遥 预训练完成的基础大模型
虽然具备了相应类型内容输出的基本功能袁 但输出的

内容共性有余而特色不足袁 常常难以获得良好的实际
应用体验遥因此袁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渊即下游任务冤
再对基础大模型进行微小调整渊即微调冤以形成具备特
定功能的 GAI产品遥 例如袁训练一个教育技术学专业
智能导师袁 通过大量通用文本数据集预训练的基础模
型使其具备自动生成类人语言的基本功能要要要即 野会
说话冶曰 如果想让其输出具备教育技术学专业知识尧乃
至某个导师个人话语风格的指导语言要要要即野说专业
的话冶袁 还需要对基础大模型进行微调以开发具备特
色功能的 GAI产品遥常见的微调技术有基于人类反馈
的强化学习尧提示学习等袁前者通过人类标注者对模
型的输出质量进行排序来训练奖励模型以优化内容

生成策略袁后者通过让模型学习提问附加答案配对数
据使得模型的生成内容更符合用户要求遥无论采用何
种策略袁模型微调的过程就是能够让模型输出更符合
人类偏好或特定价值取向内容的过程遥模型训练完成
后袁用户使用 GAI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野提问冶或野指
令冶触发模型的输出功能袁从而输出类人语言或其他期
望得到的多模态信息的过程遥同时袁用户的使用行为及
产生的过程性数据也已经被用来优化基础模型袁 即用
户使用行为对基础模型具有反向塑造作用遥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学原理

综上所述袁GAI的技术学本质就是一个复杂的计
算机程序袁 核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人工神经网络遥
GAI的预训练过程就是利用大规模数据集对神经网
络进行野通识教育冶的调整神经元连接参数的过程袁微
调过程就是利用特色数据集对神经网络进行野专业教
育冶的实现特色功能的过程袁最终目的是让人工神经
网络可以具备开发者期望的输出能力袁这种输出能力
的本质实际上是根据统计或关联规律连续输出基本

信息表达单元的过程遥 例如袁文字生成是按照得到的
统计规律生成文字序列袁图片生成是按照相关规律生
成像素序列袁视频生成是按照相关规律生成图像序列
等遥用户使用 GAI的过程就是通过野提问冶等互动方式
触发神经网络输出的过程遥 可以看出袁整个模型训练
的过程就是对该人工神经网络进行野教育冶的过程袁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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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阶段使用的数据集尧算法和微调策略尧意识形态尧价
值倾向都将影响模型的最终输出野表现冶遥

三尧基于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本质分析

渊一冤维贝克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要义
人类的进化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袁人本身就是

一种技术性存在遥 古希腊时期的阿那克萨戈拉就认
为袁人在体力和敏捷性上比不上野兽袁但人能使用自
己的经验尧记忆尧智慧和技术[4]遥法国哲学家贝尔纳窑斯
蒂格勒指出袁人类自起源就是野缺陷存在冶袁因此袁需要
创造技术作为野代具冶来弥补人类先天缺陷[5]遥 现象学
技术哲学家唐窑伊德渊Don Ihde冤认为技术并非自然存
在袁不能以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理解技术袁而应当立
足人类发展历史和人类劳动实践活动袁 从人与技术尧
自然的关系中把握技术袁伊德基于野人要技互补冶的视
角将人要技关系归为具身尧解释尧他异和背景四种[6]遥
布鲁诺窑拉图尔渊Bruno Latour冤则更加关注技术人工
物对人行动的影响袁基于野人要技对等冶的视角认为袁
人与技术人工物都是行动网络中对称的行动者而相

互交织尧互塑共生袁技术人工物通过野脚本冶激励或抑
制人的行为遥 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窑保罗窑维贝克
渊Peter-Paul Verbeek冤 则进一步将人要技关系的认识
推向了新的高度袁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的视角提出了技
术道德化理论袁对当前深入理解人要技关系相关问题
开辟了新的视野[7]遥 野技术道德化理论冶由野技术调节冶
理论和野道德物化冶理论两部分构成袁前者侧重于对技
术本质与功能的理解袁后者侧重于对技术伦理问题的
反思遥 维贝克认为袁技术在人类世界不单单是中性的
手段或工具袁技术与人是相互塑造尧纠缠的关系袁技术
具有物质意义上的野道德能动性冶袁从而对人的精神和
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塑造与影响的野调节冶作用袁并据
此提出 野技术调节冶 理论 [7] 遥 兰登窑温纳渊Langdon
Winner冤的技术政治理论认为袁技术在前期设计和部
署中潜藏着对政治秩序的影响袁在技术的使用之前以
一种物质的方式体现着人们的意图[8]遥 维贝克在此基
础上发展出一种更加内在的野技术伴随冶的伦理学袁认
为技术在设计时就已经嵌入了伦理考量袁从而影响着
人们对技术的使用和决策袁这种人要技伴随的行动伦
理学强调技术与人共同发挥伦理作用袁技术在调节过
程中具备了道德性袁据此形成了野道德物化冶理论[7]遥维
贝克在整合了技术哲学野经验转向冶和野伦理转向冶两
次转向的基础上袁将技术伦理的讨论放在人要技杂合
体中进行袁提出了野技术调节冶理论和野道德物化冶理

论袁实现了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要要要野道德转向冶[9]遥
渊二冤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视角的 GAI本质探析
从维贝克技术道德化理论野人要技杂合冶视角来

看袁GAI在开发阶段构成野开发者要GAI杂合体冶技术
调节主体袁GAI是技术开发人员本质力量的外化袁在
这个野外化冶的过程中既是一个开发者对其网络信息
搜索与处理能力野编码冶的过程袁也是一个开发者意识
形态与价值观野道德物化冶的过程袁开发者在 GAI模型
训练过程中用什么来源的数据尧 用什么类型的算法尧
用什么微调规则袁 均体现着开发者的价值取向与偏
好遥在使用阶段则构成野使用者要GAI杂合体冶的技术
调节主体袁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终端用户对 GAI中内
嵌的技术知识野解码冶的过程袁是对使用者原有信息获
取与处理能力的增强曰其次是 GAI中物化了的技术开
发者道德准则对用户使用行为的野激励冶或野抑制冶过
程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尧价值判断
和道德实践曰同时袁也是用户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袁对
GAI进行创造性使用与反向塑造的过程袁使用者自身
的信仰观念尧价值判断也最终决定着产品发挥的实际
效能袁如图 2所示遥 值得说明的是袁在野使用者要GAI
杂合体冶 的糅合关系形成过程中袁GAI用户自身的数
字素养决定着野使用者要GAI杂合体冶整体功能的发
挥遥 如果使用者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袁能够较好地理
解 GAI底层运行逻辑并有效野解码冶其潜在功能袁则更
有可能获得高质量的输出遥 因此袁可以说 GAI的技术
哲学本质是一个模型开发者信息处理能力与价值观

念野物化冶的技术人工物袁正如卡尔窑马克思指出袁技术
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遥 GAI中隐含的
开发者知识能力及价值观念袁一方面袁会野激励冶或野抑
制冶用户特定行为的发生袁也可能赋予用户前所未有
的新能力曰 另一方面袁GAI生成的内容本身也会隐含
模型开发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袁进而对生成内容
的消费群体产生显性或隐性的野教育冶性影响遥

图 2 野人要技杂合冶视角下的 GAI技术哲学本质

四尧基于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潜能与风险

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的视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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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术本质及其实践伦理问题袁并从设计和使用两种
语境提出 野道德物化冶和野技术调节冶理论遥 以下将分
别从野技术调节冶理论和野道德物化冶理论分别阐释
GAI教育应用潜能和教育应用风险遥

渊一冤基于野技术调节冶理论的 GAI教育应用潜能
分析

GAI在教育应用过程中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媒介袁
GAI与使用者积极主动地共塑人在世界的方式袁包括
人的知觉和行动尧体验和存在遥一方面袁它调节着人类
对现实的经验和解释袁另一方面袁它又调节着人类的
行为和生活方式遥技术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既是产品内
涵知识及价值的野解码冶和对用户赋能的过程袁也是使
用者发挥自身能动性建构 野人要技复合的道德实践
者冶创生伦理实践场景的过程遥 GAI的教育教学应用
潜能分析应基于使用者场景分析其对师生用户的赋

能及用户创造性应用的可能性袁具体如下院
1. 基于人机自然交互的教育信息服务获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袁使得野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

洋中袁却忍受着知识的饥渴冶这一问题日趋严峻遥 20
世纪末袁为应对网络信息激增而诞生的搜索引擎显然
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人类对信息获取准确性尧便
捷性和实用性的要求遥 GAI的出现让人和计算机程序
可以用拟人化的野聊天冶方式更加便捷地获取直接可
用的多模态信息袁人们无须在杂乱无章的搜索结果中
二次遴选所需信息遥 Google 管理团队认为袁GAI的发
展将催生新一代搜索引擎的出现[10]遥 为此袁各大搜索
引擎也迅速将 GAI整合其中或探索布局基于大模型
之上的对话式搜索引擎接口遥 GAI的广泛应用降低了
人机交互的技术门槛袁 使得信息技术产品更加容易
野上手冶袁野使用者要GAI杂合体冶 的形成更加容易袁这
是 GAI对使用者信息获取能力增强的过程袁极大地提
升了人类获取教育信息与服务的效率遥 同时袁GAI与
语音识别尧机器翻译尧跨模态理解尧脑机接口尧数字人
等技术的深度融合袁促使人机自然交互的质量大幅提
升袁人们获取高质量网络信息与服务将逐渐变为野零冶
技术门槛活动遥

2. 基于多模态 GAI的适应性数字教育资源开发
GAI技术的不断成熟袁各类 GAI也逐渐实现跨模

态内容理解与生成功能遥例如袁讯飞星火大模型尧百度
文星一格尧阿里的通义千问尧OpenAI新发布的 Sora等
均已具备根据文本尧图片尧语音等输入生成文本尧视频
等多模态信息的功能遥 多模态 GAI的发展袁将极大提
升数字教育资源开发的效率袁使得适应性数字教育资
源开发与应用成为可能遥适应性数字教育资源是人工

智能内容生成尧自适应学习技术与数字教育资源个性
化服务的有效整合[11]袁强调以师生真实需求和个性特
征为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前提袁重点提升数字教育资
源生成与教学应用之间的适配性[12]遥 适应性数字教育
资源开发时代教师无须为搜索尧加工和整合各类数字
资源而发愁袁GAI 系统将会根据教师定制的提示工
程袁生成满足教学需要和富有教师个性风格的数字教
育资源袁甚至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生成个性化学
习资源也将成为可能遥 基于多模态 GAI的野使用者要
GAI杂合体冶为教师赋予新的多模态教育资源自主开
发能力袁助力数字教育进入适应性教育资源开发与应
用时代遥

3. 基于人机共生互补的双师课堂教学创新
GAI 最受关注的应用场景是课堂教学应用袁目

前袁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
探讨和实证研究[13]遥 维贝克的野技术道德化冶理论正是
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的视角认识技术的本质及其作用
问题遥人类教育技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于教师探索利
用技术工具弥补自身不足袁以提升教学效果的不懈追
求遥教师应用 GAI的过程中形成野教师要GAI杂合体冶
将更加便捷有效地弥补教师诸多缺陷袁 发挥替代尧协
助尧增强和赋能等功能[14]遥 具体包括院渊1冤GAI替代功
能袁 即教师无须参与可全部交付给 GAI处理的任务遥
渊2冤GAI协助功能袁即 GAI协助教师更高效尧优质地完
成教师原本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袁使教师专注于创造
性更高尧情感导向性更强的工作遥 渊3冤 GAI增强功能袁
即 GAI支持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师原本难以独立完成
的任务遥渊4冤GAI赋能功能袁即 GAI支持教师完成自己
原本无法完成的工作遥

4. 基于人机对话博弈的学习教练与助理
GAI作为模型开发者信息处理能力与价值观念

野物化冶了的技术人工物袁它本身所具有的野拟人冶功能
赋予它成为用户学习教练或助理的潜能遥 恰当地应用
GAI可在自主发展方面发挥如下功能院渊1冤自主学习的
野GAI学伴冶袁 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可以将 GAI拟人化
为语言野学伴冶袁在与 GAI的连续性对话中发展语言能
力曰 在绘画技能学习或作曲练习中利用相关 GAI辅助
自己能力发展遥 渊2冤技能性任务的野GAI助理冶袁学习者
在完成程序编写尧数据分析尧学习资料查找的学习任务
时利用 GAI生成程序代码尧分析报告或文献综述袁GAI
扮演学习者助理的角色遥 渊3冤思维发展的野GAI教练冶袁
学习者在与 GAI交互的过程中学会人机交互式 野提问
渊Prompt冤冶技巧袁发展学生的精致化思维和计算思维曰在
与 GAI野挑战性冶对话博弈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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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4冤数字孪生的野GAI代理冶袁目前袁大部分 GAI都提供
了相关的接口使得二次开发变得更加容易袁 每个专业
级用户都可以对 GAI进行模型微调训练和用户界面定
制化开发袁生成用户在数字孪生世界的野GAI代理冶遥

渊二冤基于野道德物化冶思想的 GAI教育应用风险
分析

维贝克从技术的设计语境和使用语境相关联的

视角探讨了技术野道德物化冶的路径遥技术产品的开发
过程是开发者将道德物化的过程袁技术产品的使用过
程是用户完成物化道德解码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道

德实践过程袁是野产品道德+主体道德冶的复合性道德
实践活动遥 目前袁已有大量有关 GAI应用风险挑战的
理论研究袁本文从野技术设计语境冶和野技术使用语境冶
相关联的动态视角将 GAI教育应用的风险挑战总结
为以下 5个方面遥

1. GAI模型黑箱导致的意识形态风险
由前文 GAI技术学原理的分析中可知袁GAI在底

层模型采用的算法机制尧 预训练阶段使用的语料数
据尧微调阶段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的价值导向等问题共
同决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野黑箱冶遥我国教育的根本任
务是野立德树人冶袁主要使命是为党和国家培养一代又
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遥 GAI作为对话式内容生成人工智能产品袁其在教
育教学应用中扮演着野准教师冶的角色遥学生利用 GAI
提哪些问题尧生成哪些内容袁既显性地反映了学生的
认知需求与期望袁也隐性地透露着学生的价值取向及
意识形态曰GAI 生成的内容也隐含着模型训练数据
集尧产品开发者及技术资本的价值取向遥 Rudin等人
认为袁基于黑箱模型的科技公司可能会隐瞒 GAI的工
作原理袁这导致很难对机器人所生成知识的来源及鸿
沟进行揭示[15]曰GAI能凭借内容生成的首要功能对意
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层进行渗透袁依靠交互对话的产品
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产生影响袁利用多维应用
的功能属性对社会生活实践领域展开强势介入袁导致
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风云诡谲[16]遥 GAI模型黑箱导
致的意识形态风险具有辨识难度大尧渗透性强尧外泄
风险高等特点袁这是其教育应用的最大风险挑战遥

2. GAI教育应用成本导致的新型数字鸿沟
谈及 GAI教育应用种种潜能与风险袁其基本前提

是师生能有机会便捷公平地使用 GAI产品遥 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尧数字化终端拥有情况尧数字素养与
技能发展水平及网络信息服务支付能力等因素袁均决
定着每个终端用户的 GAI使用机会遥 数字鸿沟的表
现形态可分为 20世纪的接入鸿沟尧21世纪初的素养

鸿沟和当下智能鸿沟三个阶段[17]遥 GAI教育应用导致
的数字鸿沟据此可分为一级接入鸿沟尧二级素养鸿沟
和三级智能鸿沟遥首先袁网络设施普及情况尧数字终端
拥有情况尧网络信息有偿服务支付能力以及区域网络
管理政策共同造就了一级接入鸿沟的形成遥其次袁GAI
使用的过程是用户对 GAI技术产品内涵价值的 野解
码冶过程袁师生的数字素养决定着解码过程中的价值
损耗进而形成二级素养鸿沟袁例如袁数字素养高的用
户更容易理解 GAI技术黑箱的原理尧更容易制定高质
量的提示工程渊Prompt冤尧更容易批判性地评价 GAI生
成内容的质量袁进而导致使用效果的差异遥最后袁部分
GAI产品凭借其行业先行效应在推出后短期内吸引
了大批全球各地用户袁 随着企业技术的不断成熟及
GAI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积累袁 处于优势地位的
产品将可能通过打造排他性数字生态体系逐渐形成

行业垄断袁进而形成以算法鸿沟尧算力鸿沟和数据鸿
沟为主要表现的智能鸿沟袁 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现象遥

3. GAI滥用导致的学术伦理风险
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是 GAI的重要研究方

向袁也是 GAI推出后研究者最先关注到的主要风险挑
战领域遥 鉴于 GAI在学生课程论文尧考试测验及学术
论文撰写中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袁许多研究者尧
高校尧学术期刊等纷纷声明禁止或限制 GAI在学术领
域的应用遥 期刊主编 Thorp在 发表社

论院野ChatGPT很好玩袁但不是作者遥 冶 [18] 杂志在

投稿指南中指出袁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不能成为论
文作者[19]遥 虽然 GAI在刚推出后受到了抵制和批判袁
但研究人员已经使用 GAI来辅助文献检索尧 数据分
析尧论文撰写尧论文翻译和修改润色[20]遥 Melnikov等人
认为袁 未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会生成假设尧开
发方法尧创建实验[21]遥 同时袁GAI也暴露出其输出存在
不准确尧错误尧偏见甚至种族歧视等问题遥 Van Dis等
在 上发文指出袁科学研究正面临着一场由 GAI
引发的对其原来珍视的价值观尧 实践准则和标准的清
算袁 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应该是抓住其所带来的机遇
并管控可能的风险袁 我们相信科学界将找到一种既能
从 GAI中受益袁又不至于使科学工作失去其作为一项
使人深刻而令人满意的事业的许多重要方面院 好奇
心尧想象力和发现探索[20]遥

4. GAI过度依赖导致的认知惰性
教育工作者最为担心的是 GAI教育应用对学生

认知能力的影响遥首先袁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看袁学生利
用 GAI生成答案袁简化了知识获取的过程袁降低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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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的内在兴趣袁加大了学习惰性[22]袁成为野逃避
学习冶的工具[23]遥其次袁从认知能力的角度袁学习者会因
长期过度依赖 GAI生成的内容而缺乏深入理解尧深度
思考和批判分析思维等高阶认识能力遥 上海大学转化
医学研究院白龙等人研究认为袁过度依赖 GAI系统可
能会导致批判性思维受损和记忆保持能力改变[24-25]遥
再次袁从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袁长期使用
GAI可能会形成技术依赖袁进而对学生神经系统产生
实质影响袁形成成瘾记忆神经通路[26]遥 加拿大研究者
的一项研究已经表明袁 长期使用 GPS导航会对人的
空间记忆能力及海马体结构产生负面影响[27]遥 最后袁
从人类主体性的视角看袁GAI可能会导致使用者思维
的庸化和道德的钝化袁逐渐封闭自我意识袁放弃自由
意志袁造成人的主体性自我消解[28]遥

5. GAI数字污染导致的模型崩溃
由于 GAI大模型自身的原理性局限叠加用户不

清晰的使用命令袁将导致大量不准确尧歪曲事实甚至
机器编造的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袁重塑网络
空间生态袁进而导致的野信息扭曲冶野数据污染冶野数据
贫困冶野优质数据枯竭冶等问题将日益严重遥 这些被污
染的数据将不可避免地渗入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数

据集袁进而会导致新的大模型用自己产生的野毒数据冶
训练自己的野自激冶现象袁最终导致野模型崩溃冶渊Model
Collapse冤遥 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证实袁使
用大模型生成的数据对大模型进行持续训练会导致

不可逆的缺陷袁 使大模型原始数据分布的尾部消失袁
模型性能逐渐下降并最终导致野模型崩溃冶 [29]遥 算力尧
优质数据和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资源和

数字基础设施袁不仅关系到国家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

提升袁更关系国家数字安全与长远发展遥因此袁在全力
投入大模型训练与应用的同时袁应更加重视数据资源
的野环保冶与治理遥

五尧技术道德化理论视域下 GAI教育应用
风险应对展望

GAI的快速发展为教育应用带来巨大潜能袁也给
全球教育生态造成巨大冲击袁GAI应用规范与风险挑
战全球治理体系亟须建立遥为此袁我国先后发布了叶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叶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倡议曳袁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叶发展负责任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报告及共识文件曳袁 首届全球人
工智能安全峰会签署了旨在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人工

智能监管体系的野布莱切利宣言冶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了专门针对教育领域的叶教育与研究领域生成式
人工智能指南曳等共识性文件遥 这些初步探索为 GAI
教育应用风险治理带来重要指导袁但现有治理视角更
多的是基于道德伦理应用的外在式范式遥维贝克解决
技术伦理问题的内在式路径袁不但敏锐地认识到了技
术人工物对人类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袁更重要的是认
识到技术人工物的设计过程本身是负载价值的野道德
物化冶活动遥据此袁他提出有效沟通技术人工物设计情
境与使用情境袁 最大限度优化技术人工设计以对冲
野设计者谬误冶的依赖设计者的充分道德想象尧拓展建
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模拟法三大方法遥沿循维贝克的
技术伦理问题治理方法论袁基于野人要技杂合冶的思想
从野设计者冶和野使用者冶两种视角构建野双向奔赴冶的
全球 GAI治理体系袁 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探索方向袁这
方面的相关思考将另文详细阐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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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tential and Risk of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Moralizing Technology Theory

TONG Hui1, YANG Yanjun2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2.Institut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and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launched a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it and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behind it. However, the Eliza effect
exists in most studi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of GAI technology.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G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beke's "human-technology hybrid" on the
basis of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 of GAI technology, and then elaborates four major
potentials and five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GAI in educ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idea of "human-technology hybrid", a global AI governance system is proposed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designer" and "user" , which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explor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alizing Technology; Large Model曰 Human -
Technology Hybrid; Applic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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