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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院危机中孕育契机

2024年 9月袁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出的建成教
育强国动员令中袁教育三大属性的第一性野政治性冶尧
六大特质的第一力野思政引领力冶尧五大任务的第一要
务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冶袁强调的都是价值观教育遥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袁中国野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
度融合袁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冶遥而教育变革创新袁必然
以价值观教育变革创新为本尧为要尧为先遥从国际比较
视野来看袁在前沿技术野大模型冶向教育领域渗透的风
潮中袁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是学术界尧技术界和政策界
讨论的重头戏遥大模型这一在美西方国家率先崛起的
技术利维坦将掀起一股潜在的野价值观同化冶浪潮[2]遥
那么袁这一浪潮是否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钥

在社会学意义上袁大模型天然携带价值观遥 在涵

盖人类思想文化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语料库之上进
行的预训练袁即是野机器的社会化冶过程遥 这一过程在
某种程度上袁赋予了机器以道德偏向尧理念偏见袁甚至
政治偏好遥 进而通过人机互动袁社会化的机器将潜移
默化地渗透观点和导向袁来高效率尧大规模地参与野人
的社会化冶过程遥换个思路来审视袁这意味着重大危机
中也孕育着价值观教育的重大契机袁大模型将成为价
值观教育升级的野大引擎冶遥

特别是当前袁国内外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技术部
署越来越依赖大模型尧大数据尧大算力尧大资本袁这意
味着小范围尧个体化的实践很难形成气候袁而地区间
进行软硬件联合共建尧进而实现野技术共生冶成为大势
所趋遥所谓技术共生袁即鉴于甚至是迫于高技术门槛尧
高资本门槛尧高智力门槛袁而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创建
中枢袁汇聚跨地尧跨界研发团队共同完成野机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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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冶过程袁供大规模贯通使用的技术集约化形态遥美国
野数字承诺渊Digital Promise冤冶国家中心将这种技术共
生称为野整个教育系统的深度技术整合实践冶袁并视为
一种关键的野数字化转型领导力冶[3]遥

技术共生将有望从上游入手袁通过共同创设应用
场景尧共建算法模型尧打通数据屏障尧突破资源壁垒袁
助推最优质的野人工智能+教育冶资源以最低成本尧最
大规模尧 最高效率进行自上而下的跨地域贯通和扩
散遥而深层次来看袁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袁更是价值观
的形塑和传递过程遥 贯通各地教育实践的技术共生袁
也必然激发共情尧催化认同袁集约化地贯通野价值共
识冶的塑造袁达成野人的社会化冶的高阶形态遥

可以预见袁以技术共生来大规模尧高效率地贯通
价值共识袁将带来人工智能时代价值观教育的重大升
级遥这一升级将突出体现在袁将传统局限于本地化的尧
局限于学科壁垒的价值观教育串联起来袁向更宽广的
地域范围尧更纵深的内化层次进行一体化贯通遥 本研
究旨在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作为发展潮头的大

模型技术触发价值观教育一体化升级的进展滞后性尧
技术可行性和预期可能性遥从研究目的和现实意义上
看袁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尧多文化尧多制度渊一国两制冤
的大国袁有力把握这一智能时代价值观教育的一体化
升级机遇袁将为全域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贯彻主流意识
形态尧凝聚国家认同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
新动能袁也将为推动两岸三地的教育融合与人心回归
找到新的发力点遥

二尧当前进展概述与反思

广义上的价值共识袁决定着野拥护什么冶野反对什
么冶野追求什么冶野放弃什么冶袁 体现一定社会共同体范
围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袁 关涉一代人政治观尧国
家观尧世界观的同向性和稳定性遥 在当前教育领域开
始搭载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各领域野通用大模型冶的趋
势中袁 校内校外的价值观教育是交融贯通在一起的袁
本研究即在这一广义层次上讨论技术发展对价值共

识的影响力遥 总体上看袁技术发展本身对人类价值共
识的影响并不全然是去中心化的袁而是在技术共生的
加持下存在着一种野再中心化冶趋势遥现有理论和实践
对这一趋势的认知与把握尚存在局限遥

渊一冤技术史回溯院技术升级对价值观的贯通效应
早在 20世纪中叶野后现代思潮冶兴起之时袁哲学

家和社会学家就开始关注人类社会价值共识的碎片

化趋势遥互联网流行以后袁去标准化尧去中心化的舆论
环境让网络空间中噪音众多袁进一步催化了思想多元

化尧价值取向多样化的趋势遥然而袁数字化和智能化技
术在某些维度上也存在着统一化尧 同质化价值共识袁
或者说对于价值观的收敛作用和贯通效应遥 如在野人
找信息冶的搜索引擎时代袁易于凝聚尧统一价值认同的
野社群渊Community冤冶现象大规模盛行曰在野信息找人冶
的推荐算法时代袁易于窄化尧同质化价值观的野信息茧
房渊Information Cocoons冤冶现象广泛存在遥

进入生成式大模型时代袁技术对人类价值共识的
贯通效应体现在三个层面遥 其一是野价值预设冶带来
的遥语料库和模型设计直接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
值认知结构与价值判断策略袁从而在与人的互动中隐
蔽地传递和渗透同质化的态度和价值观遥 其二是野价
值同向冶带来的遥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是
在模拟人类认知规律的基础上达成的袁其中也包含价
值观形成规律袁野许多早期的人工智能先驱也是认知
科学家袁他们对教育领域作出了开创性和有影响力的
贡献冶[4]袁这意味着机器运作程序的物理性袁顺应了人
类价值观形成过程的生物性袁二者具有贯通一体的相
互强化作用遥 其三是野价值对齐冶带来的遥 一系列研究
进展都表明袁在人机共存时代袁为了增进人机协作的
效率尤其是安全性袁人与人之间尧团队之间尧共同体之
间必须建立更一致尧更透明尧更容易理解的价值观和
目标袁以稳定可靠地实现野实时双向人机价值对齐冶[5]遥
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价值观的更为

强化的收敛作用和贯通效应遥
可见袁技术越升级袁对人类价值观的集约化影响

趋势越凸显遥 技术作为貌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生产
力袁制约发展并影响着制度和思想[6]袁事实上直接参与
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搭建遥 未来袁 在不同地区尧国
度尧制度尧文化之间有效贯通清晰尧认同度高尧可解释
性强的价值共识袁 将成为人机共存时代的生存必需遥
通过奠基于跨地区贯通的技术共生的 野人工智能系
统冶来大规模凝聚价值共识尧升级价值观教育尧对齐青
少年一代的价值观袁以野机器社会化冶高效推进野人的
社会化冶袁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生存策略遥

渊二冤政策与学术回顾院偏重风险而忽视机遇
迄今国内外很多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能够关注

到上述所谓技术对价值共识的贯通效应袁以及跨地区
技术连通对价值观教育的集约化尧 一体化干预力量袁
但多囿于对风险的警策和治理遥

从偏向实然的政策文件来看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
均对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影响力表现出一种防御态势遥
世界经合组织 渊OECD冤2024年发布的数字教育年度
报告中总结了 18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教育领域应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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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性政策袁 在 400余页的报告中
野风险渊Risk冤冶一词出现了近 200 次袁并明确指出在
野人工智能+教育冶技术大规模连通的条件下袁要将态
度和价值观也纳入教育监测监管内容[6]遥 在 2024年 6
月美国官方发布的野AI素养框架冶中袁野安全渊Safety冤冶
成为关键词袁 强调要切实保障 野以人类判断为中心冶
野以正义为中心冶 的核心价值贯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
应用和连通中[8]遥 从我国的情况看袁有学者对比全球
101份教育数字化政策文件发现袁 我国倾向于使用
野指令性工具冶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治理[9]袁在价值观
层面明确要求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袁以野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内容冶[10]等

强制性指令来规避人工智能技术大范围连通带来的

风险遥
从偏向应然分析的学术文献来看袁前瞻性的理论

探索对相关风险的识别与应对尤为关切袁归纳起来有
三个层面遥 一是技术中心化风险袁围绕类似于技术共
生的技术连通与推广应用袁 既有研究用 野技术渗透冶
野数字霸权冶等概念来论述其风险性袁认为搭建人工智
能教育应用系统是一个高壁垒尧高门槛的领域袁系统
下游的使用者只能被动嵌入技术架构之中接收输出

结果袁受制于一种新形式的霸权结构袁甚至有学者由
此提出野去殖民化渊Decolonial冤冶策略[11]遥二是人机势差
风险袁既有研究认为在人机交互中袁作为弱势一方的
个体很可能不自觉地接纳尧吸收强势一方人工智能的
意识形态元素袁 并以此为基准来构建自身的话语体
系袁导致技术对教育伦理的僭越遥三是把关失效风险袁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治理和舆论应急机制将

弱化和失效袁特别是当前生成式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
正从野非常冶走向野平常冶袁成为普通师生触手可及的
前沿科技袁舆论扩散层次进一步扁平化袁国际传播进
入点对点定位尧面对面覆盖的野无人机式冶传播新阶
段[12]袁能够用来监管和治理的应急野窗口期冶缩短袁错
误的价值共识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型和蔓延遥

总体来看袁 上述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 野上游之
患冶袁 即源自上游技术系统一贯到底带来的价值观渗
透隐患袁但能够意识到其中正面价值和机遇的仍有其
人遥 世界经济论坛渊World Economic Forum冤的专家团
队指出袁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袁帮助
教育系统自上而下实现一体化态度和价值观的教学

方法[13]遥 韩国 2022年官方发布的叶人工智能+教育伦
理原则曳已载明要着力利用贯通各界的数字技术来强
化社会价值共识[14]遥 有视野更为宏阔的学者在着力探
索建立智能技术与野世界主义冶之间的正向联结[15]袁以

推动教育领域之外更大时空范围内价值共识的兼容

与贯通遥

三尧从技术到价值的贯通路线院技术可行性与
预期可能性分析

教育本身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实践袁并非与价值无
涉遥一个自上而下跨地区贯通部署的智能教育系统所
能实现的袁不单单是信息共通和资源共享袁还有潜在
的理念共融和价值认同袁这是以技术共生贯通价值共
识的基石所在遥当前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大模型技
术已经为价值观教育升级奠定了相当程度的技术可

行性袁技术浪潮正在倒逼教育工作者增强前瞻意识和
历史主动袁突破风险思维局限袁化危机为契机袁提前预
判发展前景尧预置价值观教育升级目标袁以教育技术
领域的生动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野实施新时代
立德树人工程冶[16]的指示要求遥

渊一冤技术可行性院从共生到共通
从技术可行性上来看袁当前智能技术有望以覆盖

和融通人类各领域文明积累的宏阔性袁通过突破定制
资源局限尧突破数据圈层闭循环尧突破价值认知壁垒
来构建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共生形态袁打通价值观教
育一体化升级的技术关节袁让野志合者袁不以山海为
远冶[17]的古老愿景逐步得以实现遥

1. 野大模型冶能力突破定制资源困局
2024年 6月袁OpenAI公司推出教育版本 ChatGPT

Edu袁9月谷歌公司推出学习大模型野LearnLM冶袁这表明
搭载世界顶级通用大模型的教育专用大模型已经步

入实用阶段遥 我国教育部于 2024年 4月宣布启动教
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行动袁集中力量打造
生成式教育专用大模型遥我国国家最高级别研发项目
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冶的 2024年申报指南中已将野中
小学科学教育智能导师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冶列入重
点方向遥 这表明袁在国家级平台进行集中部署的国产
化教育专用大模型已指日可待遥

生成式教育大模型能够突破先前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只能面向野单学科尧部分学段尧固定目标人群冶
的局限袁以覆盖和融通人类全景式文明成果的技术能
力袁降维打通各学科知识边界袁转变数字教育资源需
要设计和定制的开发模式袁直接参与野全学科尧全学
段尧全口径人群冶的教育应用遥 在这一技术条件下袁知
识图谱可以自上而下贯通知识点尧 统领认知模块袁让
定制思维成为历史袁使跨地域的不同师生群体能够不
受教材版本尧教学进程尧教育理念等差异所限袁进行有
效的知识迁移和贯通遥 这为地区间的教育融合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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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地区尧边境地区尧港澳台地区教育汇入一体化
的智能教育系统打通了技术关节袁 为后续教育理念尧
价值导向的贯通奠定了基础遥

2. 野大一统冶数据突破圈层闭循环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袁野人类历史被隐藏在数据

集里冶[18]遥 通过整合和分析不同来源的数据集和语料
库袁我们可以构建出更加完整尧准确的历史图景袁构建
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向遥如果数
据集和语料库的代表性不足袁智能系统的输出内容就
会在一定程度上携带误解尧偏见尧歧视袁并可能在算法
闭循环中一再被强化遥 而当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数据
和语料库实现大范围共建共生袁 即能够覆盖全方位尧
全口径尧全景式的跨地域数据袁就有望修正失真的事
实呈现袁修正价值观上的偏差袁构建起与大势所趋尧人
心所向同频共振的共享智能系统遥

从技术的可操作性来看袁利用现有技术建设野教
育数据中台冶是打破单一地域数据集闭循环的重要可
选思路遥 2024年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已起步
建设袁旨在逐步创设为资源开发利用中心尧公共服务
中心尧应用发展中心尧综合研究中心和安全运维中心袁
初具数据中台雏形遥以教育数据中台助推跨地域价值
共识形塑的核心优势有二院一是能够在野数据驱动意
识冶的引领下开创普惠性尧全覆盖的规模化教育应用
场景袁让跨地域青少年汇聚一堂共学尧共情尧共鸣袁让
价值观与理想信念自然而然走近袁达致润物细无声的
教育成效曰二是能够用更多元尧更包容的原始数据和
语料库冲淡小地域范围尧小用户圈层的偏见性数据循
环袁从顶层视角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贯通遥

3. 野大融通冶算法突破价值认知壁垒
算法是野镶嵌于数学中的人类观念冶[19]遥 既然是观

念袁就存在立场差异尧水平高下甚至价值对立遥智能系
统开发团队或明或暗的认知偏颇和价值偏好袁会潜在
地渗入所写的算法模型中袁并通过数学表达封装成中
立客观的假象袁使受众的思路和行为都受困于开发团
队的预设袁这即是算法铸成的认知壁垒遥 基于单一地
域尧同质化认知视角所开发的智能系统袁也会一再循
环和强化有局限的价值观尧地域观尧国家观和世界观遥

更兼容的算法模型让技术赋权更包容遥开发跨地
域尧跨群体尧跨文化的大融通算法模型是突破算法认
知壁垒的关键策略遥 从社会学视角看袁算法模型的数
据如何汇集尧语料库如何调用尧技术架构如何搭建尧
输出呈现方式如何选择等环节袁都牵涉如何决策尧谁
来决策尧决策得当与否的问题袁是一种泛化的权力行
为遥而由多元群体共商尧共建尧共治算法模型的开发思

路袁 能够推动技术赋权的决策过程在认知视角更开
阔尧在观点倾向上更多元袁将野人在回路渊Human in
the Loop冤冶升级为野人群在回路冶袁保障模型所承载的
观念和价值沿着预期的安全和主流的方向进行形塑

并贯通遥
渊二冤预期可能性院从共享到共识
共生尧共通的技术基座袁将进一步通过贯通资源

的共享袁来贯通价值共识的缔造渊如图 1所示冤遥 从预
期前景来看袁传统的价值观教育将从以下两个维度实
现野一体化升级冶遥

图 1 以技术共生贯通价值共识演进路线示意图

1. 从本地化升级到全域化
传统线下的价值观教育是各地各校各自为战袁呈

现本地化尧零散化的实践面貌遥 而技术共生这一集约
化形态袁将通过跨地域教育资源的共享袁达成教育叙
事的共创袁进而实现价值共识的贯通袁让价值观教育
超出一校一地的局限袁从上游一纵到底袁展现出向全
域尧全员一体化贯通的升级潜力遥

首先袁技术共生的集约化尧高效率形态作为一种
技术红利袁催生了新一轮教育红利袁即通过跨地区智
能化教育中枢来消弭地区尧群体尧阶层的差异袁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在可及范围内的全域野漫灌冶遥在大模型条
件下袁全域野漫灌冶还将进一步向精准生成个性化资源
的野滴灌冶进化遥 自上而下的资源灌溉袁能够通过高技
术门槛在上游筑起高墙袁防范意识形态毒素入侵语料
库与技术架构袁从源头上保障主流价值观阵地的高度
安全遥其次袁全域共享优质资源袁事实上意味着共用同
质资源袁意味着跨地域的技术使用者之间经历了趋同
的知识传递过程袁参与了趋同的教育叙事遥 这将有力
拉近跨地域青少年一代的成长轨道和心理距离遥特别
是当前袁AR和 VR即将平民化[20]袁多模态生成式技术
叠加立体呈现技术袁将有望推动共享教育叙事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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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尧实时化尧互动化发展袁让跨地域参与者产生更强的
共振和共鸣遥最后袁教育资源和教育叙事的趋同袁预示
着教育实践的时空折叠遥 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来看袁
技术共生所形成的时空折叠袁 突破了以往不同地域尧
不同国度的教育实践之间进行先比较尧后评判尧再借
鉴的范式袁造就了一种教育差异的折叠乃至文明差异
的折叠遥 这种折叠在镜像化地复制教育内容的同时袁
也直接映射了教育过程所蕴含的价值观袁缩短了价值
共识达成的链条袁野一键完成冶价值观教育从本地化向
全域化的升级遥

2. 从专门化升级到泛在化
我国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袁主体上是通过义务教育

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尧高中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思想政
治课等专门课程来承担的遥 技术共生的优势袁能够将
窄化的尧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袁从以下三个层次逐级
泛化袁将价值观教育升级从全域尧全员一体化进一步
纵深推向全过程尧全方位的一体化遥
一是向非定制泛化遥共生共通的生成式大模型技

术能够推动优质资源从定制走向生成尧从搜索走向分
发袁大大降低道法课尧思政课数字资源的生产门槛袁特
别是能够根据校本和地域特色生成精准贴切的个性

化价值观教育课件袁推动各地道法和思政教师群体水
平野底部抬升冶袁助推符合国家意志的价值共识的高效
贯彻遥 二是向学科中泛化遥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
为野知识即道德冶袁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认为野知识本
身就是目的冶袁这意味着所有学科中均蕴含着诸如野求
真冶野至善冶等隐性价值共识袁包括数学尧科学尧技术等
课程与人文学科同样具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育人价值[21]遥教育专用大模型对单一学科教
材版本尧教学进程差异的超越袁是推动诸如中西部民
族地区尧 边境小规模学校乃至港澳台地区启用和享
用国家层面集中部署的智能教育系统的时代契机遥
这将有力催化地区间学科教育的融合交汇袁 带动学
科中价值共识的辐射渗透遥三是向全社会泛化遥技术
的最高境界是变成水和空气袁 感觉不到其存在但潜
移默化发挥着滋养作用遥 当前教育大模型研发的主
流发展趋势是基于通用大模型进行针对性扩充和深

化袁作为基座的通用大模型覆盖和融通了人类各领域
文明积累袁可谓是野人工智能+教育冶集成系统的水和
空气袁至为基础也至为关键遥 可即用即查的知识将逐
渐从教育内容中被剥离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习者的
关系协同演变尧双向增益尧共生发展[22]袁使得价值观教
育超越传统课堂袁外溢尧弥漫为一种遍及全社会的浸
润过程遥

四尧实践策略院转化技术红利撬动
价值观教育升级

2024年 7月 8日袁美国教育部发布叶利用人工智
能设计教育院开发人员必备指南曳袁要求野人工智能开
发人员必须从教育所承担的价值观培育使命出发冶进
行技术部署[23]遥 大国竞争当前袁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价
值观教育红利尧 撬动价值观教育升级可谓时不我待遥
我国要从实践策略上找到下手处袁 进行前瞻性部署袁
借助技术势能纵深贯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共识袁抓
住时代机遇袁引领全域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价值观教育
升级袁以历史主动精神加快构筑教育强国的野思政引
领力冶袁创造性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遥

渊一冤从战略高度袁预置技术部署尧预设价值导向
政策领域和教学一线均要从战略高度上着力把

握野人工智能+教育冶技术的共建共生趋势袁通过对训
练数据来源尧资源遴选原则尧内容推送机制尧失真失实
评估等环节的把控袁引领应用需求袁预设价值导向袁把
握互动倾向袁主导知识和价值观的野生成走向冶遥 要通
过为更大范围的教育受众提供公平的尧 可获取的尧高
质量的智能教育支持袁吸引跨地域青少年一代汇聚共
享平台袁激发思想上的共振尧共情尧共鸣遥当前袁国家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正在开展中西部民族地区深化应

用试点袁支持西藏尧青海尧宁夏尧新疆四省区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率先探索遥这一试点工作有必要将价值观
教育的野全域化冶野泛在化冶升级纳入重点推进方向袁集
中探索技术共生如何在这些地区自上而下高效贯通

价值共识袁以智能化新技术有力推动民族地区新生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遥

渊二冤以共享思路袁转化数据势能尧增强合作动能
客观来看袁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和互联网用

户规模袁拥有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最大数据和语料库
优势袁为教育领域深度掌握认知规律尧发掘交互模式尧
预判教育走向奠定了独一无二的基础遥我们的大规模
数据宝库可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跨地域以至跨

境跨国共享袁为不同地区语料库的多样性尧视角的开
阔性尧价值观的包容性拓展作出贡献袁为训练更高适
切尧更先进尧更优越的联合智能系统趟开道路尧突破屏
障袁携同全球范围的教育合作伙伴共同推动野人工智
能+教育冶超前落地遥 承接上文袁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全域应用试点工作也包括了广东尧海南深化应用
试点袁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尧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
建设遥 以数据势能趟开合作之门的思路袁可以率先应
用于这两个试点区域袁一是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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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智能教育一体化系统袁助推港澳教育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袁凝聚青少年一代的价值共识与国家认同袁以教
育贯通催化民心回归曰二是探索推动以海南自由贸易
港为起点的跨国数字教育对外开放袁助推我国野数字
教育出海冶袁引领野人工智能+教育冶国际合作袁以教育
贯通催化民心相通遥

渊三冤以有组织科研袁把握历史主动尧重组教育过程
作为一种复杂性存在袁教育表现出多元性尧异质

性尧关联性尧非线性尧时变性和或然性等特征遥 以技术
搭载教育袁实际上是一个理解教育过程尧解构教育过
程尧重组教育过程的链条袁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袁
复杂程度超乎寻常遥 要研判紧迫形势袁发挥举国体制
优势袁通过野有组织的教育科研冶汇集野跨三界冶团队集
智攻关袁助推价值观教育全面升级遥一是要跨学科遥延
揽计算机专家尧数据科学家尧技术哲学家以及教育学尧
心理学尧伦理学尧社会学尧传播学专家等一系列技术和
非技术角色袁将野日用而不知冶的潜在教育规律尧野难以
言传冶的优秀教学经验尧野以心印心冶的价值共识生成
过程系统地揭示出来袁无损地数据化尧算法化袁通过人
工智能进行重组和升级遥特别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核心算法之中袁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算法优
先级中的比重遥 二是要跨领域袁推动教育决策和行政
部门尧学校管理者尧一线师生与工程师深度对接袁提升
工程师的教育理解能力袁直击教育难点尧痛点袁特别是
协助其修正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方面的偏见遥三是要跨
地域袁吸收不同地区的专家共建团队袁汇总各地教育
情境常识与背景知识袁充分探究跨地域使用者的异质
程度袁避免与各地一线教育实践尤其是特色化的价值
观教育实践脱节遥

渊四冤以主体理性袁确保基座安全袁强化智能素养
当前袁研发教育专用大模型的主流趋势是搭载通

用大模型袁 进行通用基座之上的垂直开发和优化调
试遥通用大模型是野全域化冶野泛在化冶价值观教育的生
态维系系统袁如果缺乏把控与治理袁将意味着整个智
能教育系统置身于一个不完全可控的大环境之中遥
为确保教育主权袁把握好野为谁培养人冶这一教育的根
本目的和价值立场袁围绕大模型基座应强化三个层次
的主体理性和人为保障遥 一是底部先行袁要确保给教
育应用打底的通用大模型奠基于高质量的中文语料

库与国产化生成式技术袁确保语料库中的内容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标准遥 二
是法规串行袁要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
合发布的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基础
上袁尽早形成教育领域垂直应用的细化治理思路和规
定遥 三是素养并行袁要面向广大师生和教育行政管理
者普及生成式大模型的运作原理尧积极作用与潜在隐
患袁为生成式内容野祛魅冶袁避免教育主体沉迷于技术
客体本身袁盲目将工具异化为目的遥要面向大模型尧大
数据尧大算力时代系统谋划野大智能素养冶教育袁增强
未来国家建设者面对颠覆式技术进步的集体韧性[24]袁
引领中国新生代在人机共存时代做好认知准备尧行动
准备和价值观准备遥 拓展来看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
的大国和数字化智能化教育的先行者袁我国有望通过
引领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跨境跨国合作袁加强技术上
的共建共生袁 推动治理上的共商共进袁 以突破地域偏
见尧超越制度差异尧融汇文明多样性的智能教育连通系
统来凝聚和平尧发展尧公正等人类未来一代的基本价值
共识袁以智能教育共同体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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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hifts from a crisis
perspective to an opportunity perspective, and examines the outstanding ability of the symbiotic trend of AI
technology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value consensus, aiming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upgrading idea for
traditional valu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erms of technical feasibility, technological symbiosis is expected
to integrate e the value consensus in a large scale and with high efficiently through the triple breakthrough
of the customized resource limitation, the closed loop of data circles, and the barrier of value cogn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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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have provided a practica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data-driven personalized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cessary path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data-driven personalized learning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bottleneck problems such as low precision of learning behavior perception and state evaluation,
inaccurate mining of learning features, incomplete mining of learning laws, insufficient tracing of learning
problems, and poor precision of learning interven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ought-to-be logic
of data-driven personalized lear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xt perception, subject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is, from the effective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behavior
data, personalized learning tracking with precis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effects, tracing the causes of
learning problems of weak knowledge points and abnormal learning behaviors,high -order reasoning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graph for discovering potential interactive learning law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earning networks and the planning of high-adaptive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methods of data-driven personalized learning.

[Keywords] Personalized Learning; Data -driven; Context Awareness; Learning Path Planning;
Educational Knowledge Graph

education from the localiza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and from the specialization to the ubiqu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deployment, superior data sharing, organized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rational reinforcement
of the main body to grasp the dividends of the AI era, promote the integrated upgrade of value education
in the whole domain, all staff, all processes, and all aspects,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implement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olida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border, and Hong Kong -Macao -Taiwan regions, an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ra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ymbiosis; Value Consensus; Value Education;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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