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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风险及治理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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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人工智能尧5G等新技术为核心支撑的智能时代袁数字教材编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伦理风险袁已成为

当前影响数字教材建设的关键问题遥 研究从知识伦理尧组织伦理尧交互伦理尧责任伦理四个方面袁厘定智能时代数字教材

编制应遵循的伦理尺度遥 然而袁研究发现袁智能时代的数字教材编制存在诱发知识侵权尧组织编排系统性缺位尧情境适应

性欠缺尧交互技术负面感知尧交互信息处理不当以及循证审议责任机制欠缺等伦理风险遥 据此袁提出智能时代数字教材

编制的伦理风险治理进路院落位知识权益袁架构数字教材内容编排的伦理审议与过滤机制曰创新沉浸式空间场景化设

计袁开发基于智能感知的具身式数字教材曰聚焦用户本位化诉求袁建立数字教材交互体验的反馈与改进机制曰关注角色

建构与责任厘定袁构建数字教材编制的技术责任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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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正推动教育领域发生前所

未有的变革袁教材的载体形式和内容呈现方式也随之
不断嬗变[1]遥 数字教材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
体袁其兴起与发展既体现了技术驱动下的教育现代化
进程袁也引发了复杂的技术伦理问题遥 智能时代的技
术形态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袁此类技术在数
字教材编制中的嵌入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遥因
此袁在享受智能时代技术红利的同时袁确保数字教材
编制合乎伦理规范至关重要遥本研究从技术变革与数
字教材编制转型的关系出发袁探讨智能时代数字教材
编制的伦理逻辑及其风险袁并提出如何进行有效的伦
理风险治理袁以期为数字教材编制的规范化发展提供
价值参照遥

二尧技术变革中的数字教材院发展特征与
伦理问题

回顾技术变革的发展历程袁技术赋能教材编制呈
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与时代特征遥 随着技术的融入袁数
字教材的变革伴随着诸多伦理议题袁系统梳理这些变
革有助于厘清其发展脉络以及所面临的伦理挑战遥

渊一冤数字化初期及版权伦理
进入 21世纪后袁在以媒体技术尧网络通信技术等

传统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媒介时代袁教材的编制主要
采用纸质教材电子化的处理方法袁增强了教材的可读
性和灵活性[2]遥 2002年袁人教社推出了第一代人教数
字教材袁 标志着我国数字教材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遥 此阶段数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载体形式的变更袁
其内容和结构仍然高度依赖于纸质教材的框架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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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方式袁教材内容的创新和教学功能的扩展尚未得到
充分挖掘遥然而袁随着数字教材的普及袁数字化内容的
快速传播性和易复制性也给教材带来了严重的知识

侵权与版权问题遥 特别是在这一阶段袁由于数字版权
管理技术的不成熟以及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完善袁数字
教材面临知识资源监管缺位的困境遥 同时袁由于数字
教材在具体内容渊如文本尧图像尧视频等冤和呈现形式
渊如交互性尧平台尧格式等冤上的多样性袁版权归属问题
成为频繁争议的焦点[3]遥

渊二冤多媒体融合与数据隐私伦理
随着物联网尧计算机视觉尧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袁

数字教材编制逐步脱离传统纸质教材的 野镜像式冶复
制袁通过引入音视频尧动画等多媒体元素袁强化了教材
的交互性与生动性遥 2012年袁人教社发布第二代数字
教材袁通过音频尧视频和动画等元素对教材内容进行
了复杂的多媒体化改进袁 增强了其生动性与交互性袁
允许学生通过点击或操作图示来深入理解相关知识

点遥 2017年后袁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的成立袁推动了
国家数字教材研发体系的重塑与发展遥 2018年袁人教
社发布的第三代数字教材袁 并推出了以情感计算尧自
然语言处理尧 大语言模型为支撑的人教智慧教学平
台袁构建了涵盖内容尧平台尧资源和服务的完整数字教
材生态系统[4]遥 然而袁尽管在线平台尧云服务和个性化
学习功能的引入显著提升了数字教材的教育效率和

个性化服务水平袁 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的伦理风
险遥 例如袁技术漏洞导致学习行为数据储存与滥用问
题袁过度依赖技术驱动的教材编制模式导致自主性的
削弱袁随着更多第三方平台尧出版社尧编制者参与数字
教材的开放性制作而导致教材质量和准确性难以保障

等遥 因此袁如何平衡教育内容尧技术应用与服务目标之
间的关系袁 是多媒体阶段教材编制所面临的关键伦理
问题[5]遥

渊三冤智能化转型与算法伦理
随着大数据尧区块链尧5G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的快速发展袁智能审校系统尧自动化内容生成工具尧智
能评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应用袁 为教材编制的智
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机遇遥 智能时代的数字教材编制
更加注重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尧沉浸式体验尧跨平台访
问等多元化需求袁 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教材编制的
难题遥以 2023年 6月人教社建立的数字 AIGC实验室
为例袁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教材编制中的组稿尧编写尧印
刷与发行等各个环节袁提升了教材内容的个性化尧智能
化和精准化[6]遥 借助丰富多样的数字资源推荐尧智能化
的人机交互尧精准的数据支持以及可视化的教学反馈

等多种方式袁智能化教材为教育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7]遥同时袁智能算法广泛应用于数字教材外链监控
和内容安全检测袁有效解决了知识侵权的问题遥然而袁
这种基于数据的野黑箱冶算法在数字教材编制过程中
可能会加剧算法偏见袁容易导致在数据收集尧决策执
行和教育评价等过程中出现不公正现象遥 因此袁加强
算法的伦理审查和技术监管袁实现教育技术创新与教
育公平的双赢袁是智能时代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遥

三尧何为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风险

目前袁对于数字教材的伦理维度划分尚存在一定
的视角差异遥彼得窑韦恩布伦纳渊Peter Weinbrenner冤将
教材编制研究划分为三种取向院过程取向尧产品取向
以及接受取向[8]遥其中袁过程取向主要聚焦于教材从设
计尧开发尧使用至评价的全过程曰产品取向则视教材为
教学媒介或工具袁 侧重于教材内容的深度剖析与评
价曰而接受取向则关注其对师生教学的影响袁涉及多
重教育主体间的交互关系遥 也有研究者提出袁教材伦
理研究应从过程性伦理尧内容性伦理与关系性伦理三
个维度开展[9]遥针对数字教材这一技术产物袁有观点认
为袁需将教育与技术的复杂关系纳入考量袁关注教学
主体间的交互尧标准与机制的健全[10]遥 综上所述袁数字
教材编制的伦理考量应基于其特性袁综合考虑内容设
计与教育主体间关系的平衡袁确保其在编制过程中的
伦理合理性遥

渊一冤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意蕴
无论是内容伦理袁还是关系伦理袁均涉及教材开

发尧设计尧审议尧出版等各个环节的细致考量袁鉴于过
程性伦理可融入内容伦理及关系伦理的讨论袁本研究
倾向于从内容伦理和关系伦理两个角度袁深入剖析数
字教材编制的伦理意蕴遥内容伦理关注的是教材内容
设计尧制作和呈现过程中的思想性尧科学性和公正性袁
能够为数字教材的使用提供基本的道德保障曰而关系
伦理则是在此基础上袁进一步探讨数字教材使用过程
中人与人尧人与技术的责任关系袁以确保数字教材有
效地发挥作用遥智能时代教材编制的内容伦理和关系
伦理相互依存尧相互促进遥

从内容伦理的视角看袁数字教材作为技术革新的
产物袁其核心还是知识遥一是从知识伦理层面袁需要关
注数字教材知识的有限开放性和创生性特点[11]遥 这意
味着袁在编制过程中袁必须高度重视对知识呈现与学
科逻辑的深度挖掘与剖析袁既确保教材内容选择在科
学性尧思想性与伦理性方面的有机结合袁又能满足智
能时代的教育需求遥 二是组织伦理层面袁数字教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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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编排是基于内容的教学应用与教学工具的开发袁实
现技术与知识尧教学场景相结合的综合设计[12]遥 在智
能技术支撑下袁数字教材在关注图文呈现尧功能选择
与版面编排之外袁也应关注内容的价值导向尧知识的
整合与分层以及时间管理的融入等方面的组织袁涉及
教育公平性尧个性化需求尧教育本质等核心问题遥
从关系伦理的视角看袁数字教材编制还涉及人与

技术尧人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交互与责任伦理遥 在交
互关系层面袁技术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行动
与知觉袁还延伸至道德行为遥维贝克指出袁技术调节是
设计者尧 使用者和技术之间产生复杂关系的过程袁应
关注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本质[13]遥 因此袁数字教材编
制中的交互伦理着重于不同主体之间的道德交互及

其影响遥 从教材的主体性角度出发袁其交互价值强调
在动态学习场域中构建即时性互动关系袁通过多模态
交流机制强化学习过程[14]遥 在设计交互过程中袁确保
用户的隐私安全和数据保护袁避免信息滥用或泄露是
编制者的重要伦理考量遥 在责任关系层面袁野责任伦
理冶最早由马克思窑韦伯渊Max Weber冤提出袁呼吁从责
任的角度关注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15]遥 汉斯窑
约纳斯渊Hans Jonas冤则进一步通过野技术责任伦理冶指
出技术进步的野不可逆性冶和野双重性冶袁强调人类作为
责任伦理的践行者尧技术行为的评估者袁应承担以道
德理性和未来导向的技术治理的野未来责任冶[16]遥 聚焦
于数字教材编制袁应明确数字技术教育应用的技术责
任袁并确保各主体应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遥例如袁编
制者需要承担起对内容的准确性尧 科学性的责任袁技
术开发者需保障其技术的安全性和适用性袁而使用者
渊主要指教师和学生冤 在使用过程中应遵循合理和合
法的行为规范等袁这些责任共同构成了数字教材编制
中的责任伦理尺度遥

渊二冤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尺度

图 1 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尺度及风险

剖析数字教材从设计尧开发尧使用至评价的整个
运作流程与规则制度袁需关注其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
呈现方式与组织底层逻辑遥 在内容伦理的基础上袁理
应进一步考虑人机交互尧人人交互等方面的交互关系

伦理议题遥 同时袁应对交互关系伦理所涉及的人尧事尧
物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予以责任关系厘定遥 由此袁本研
究从知识伦理尧组织伦理尧交互伦理尧责任伦理四个方
面袁深入分析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尺度及其
潜在风险渊如图 1所示冤遥

1. 知识伦理层面院可能诱发知识侵权尧失真及呈
现脱节风险

正所谓野文以载道袁以文化人冶袁真正的知识并非
孤立存在袁 而是深深根植于伦理学的沃土之中遥 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数
字教材编制的过程袁推动其向更具前瞻性和智能化的
方向转变的同时袁也伴随着潜在的伦理风险遥 一是知
识侵权风险遥 在智能时代袁数字教材编制过程中的侵
权行为和成本已大幅降低遥当数字教材整合各种内容
资源时袁常会涉及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尧图表或案例袁
未经原作者许可或未支付相应版权费用袁可能会构成
侵权[17]遥 二是知识失真风险遥 真实的知识应基于对事
物真实情况的了解袁而非虚假的尧失真的信息遥智能时
代的数字教材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内容系统袁其内容涵
盖了广阔且边界模糊的网络世界袁错误或误导性信息
都可能对学生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遥 此外袁教材知识
呈现与实际学科需求脱节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遥在智能
时代袁 受困于知识呈现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袁
一些数字教材往往过于注重技术创新袁而忽视了不同
学科对于知识表征尧知识图谱等的特定要求袁导致其
未能及时响应并适应各学科场景的需求[18]遥

2. 组织伦理层面院组织编排尚存在系统性缺位及
情境适应性欠缺风险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窑莫兰渊Edgar Morin冤
指出袁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快速变化的世界袁我们
必须重新审视内容组织的方式[19]遥 智能技术的引入有
助于数字教材内容的实时调整和个性化重组袁但也存
在着系统性缺位和情境适应性不足的问题遥一是组织
编排系统性缺位风险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
教材在组织编排上通常依赖野线性设计逻辑冶袁倾向于
将内容分解为更小的尧更易于消化的部分袁以便根据
学习者的偏好进行精准推送遥 然而袁这种技术导向可
能会导致原本完整的知识体系被碎片化袁破坏学科知
识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20]遥 从组织编排功能性与可
用性失衡风险来看袁随着数字教材组织编排技术的智
慧功能属性愈发凸显袁过度追求功能性可能会导致操
作界面变得复杂袁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困惑和
不便[21]遥反之袁若过于简化操作以追求可用性袁又可能
牺牲了必要的学习功能遥 二是组织编排的情境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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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欠缺风险遥 从技术获取情境的公平性风险来看袁由
于智能技术更新迅速袁 某些新的数字技术或平台可
能无法在所有地区或学校得到普及[22]遥 此种情况下袁
若数字教材过于依赖某些特定数字技术或平台袁可
能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遥 尤其是在技术条
件较差的农村学校袁 学生可能无法完全体验数字教
材的功能袁甚至面临技术接入的障碍遥从特定学习场
景与教学对象被忽视的风险来看袁 为追求技术的新
颖性和先进性袁节省成本或简化开发过程袁教材编制
可能会采用野一刀切冶的设计思路袁即试图用一种通
用的解决方案来满足所有教学场景和学习者的需

求袁 忽略了教材是否真正符合实际的教学场景和学
习者的特点遥

3. 交互伦理层面院交互技术负面感知及交互信息
处理不当风险并存

智能时代的数字教材编制不仅体现了协作交互

设计的内在需求袁还应考量其交互伦理属性遥 从交互
伦理的角度来看袁不当设计可能引发数字教材交互伦
理的失序遥作为人与人尧人与机器尧人与教材交互的重
要界面袁数字教材的设计若不合理或者未充分考虑用
户需求袁可能会导致用户体验不佳袁从而引发交互伦
理失序风险遥 一是交互过程中负面技术感知的风险遥
若数字教材的交互界面过于复杂或设计不当袁可能会
诱发用户的负面学习体验遥 例如袁教材界面元素混乱
或操作流程不清晰袁用户可能难以找到所需的信息或
功能遥 这不仅会降低学习效率袁还可能引发用户对数
字教材的抵触情绪袁影响其学习积极性遥此外袁过度依
赖技术的数字教材可能导致学生对信息的依赖性增

加袁产生野谷歌效应冶淤遥从交互过程中的技术依赖与沉
迷风险来看袁智能化数字教材通常具备高度的互动性
和吸引力袁学生可能因此过度依赖技术袁甚至沉迷其
中袁 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社交能力产生负面影响[23]遥
二是交互信息的隐私安全及反馈不当的风险遥 在依
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数字教材中袁 学生的个
人信息渊如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冤可能会被收集遥 如
果这些信息被不当使用或泄露袁 将严重威胁学生的
隐私安全遥 同时袁数字教材中的智能辅导尧推荐及评
测等功能可能会因数据处理延迟或技术偏差袁 导致
交互响应滞后尧 反馈不匹配需求及生成内容晦涩等
问题袁 进而引发用户对数字教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产生质疑遥

4. 责任伦理层面院数字教材智能开发与循证审议
责任机制的欠缺

注重角色分配的责任伦理尺度是数字教材编

制所应坚守的底线尺度 遥 正如齐格蒙特窑鲍曼
渊Zygmnut Bauman冤所述袁野责任依赖角色袁而非依赖扮
演角色尧完成工作的人冶[24]遥 在智能时代袁技术的野类
人冶属性或野超人冶属性愈发凸显袁数字教材编制中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观念冲突与利益博弈也日益显现遥一
是数字教材智能开发及循证审议存在价值认知错位

问题遥 尽管国家相关标准明确提出数字教材野凡编必
审冶袁 但目前许多教材编写者普遍对于数字教材智能
开发的具体实施尧如何立足多元证据基础上进行内容
审核和质量评估等具体问题仍缺乏深刻认识[25]遥 二是
智能时代数字教材智能开发与循证审议存在野无人买
单冶的困境遥 这一过程强调通过客观的证据和系统的
评估袁确保教材内容的有效性尧公平性并符合技术伦
理与出版标准遥 然而袁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有
效的监管机制袁 数字教材智能开发中的数据安全尧隐
私保护和合规性往往难以保障遥例如袁非法链接尧知识
产权归属不清尧行为数据泄露等伦理风险袁往往难以
循证化审议与回应袁这使得数字教材编制过程中充满
不确定性袁偏离了其初衷遥此外袁数字教材智能开发与
循证审议的责任机制需要教材编制与管理部门尧学校
及师生等各方共同探讨袁 这一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
野磨合期冶袁从而加剧责任伦理失范的风险遥

四尧如何治理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
伦理风险

本研究将立足于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伦理尺

度及风险袁针对性地提出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
理风险治理进路遥

渊一冤落位知识权益袁架构数字教材内容编排的伦
理审议与过滤机制

在智能时代袁数字教材的知识生产和自动推荐功
能易存在一定的伦理风险袁因此袁教材内容设计中应
架构伦理审议与过滤机制袁以保障知识权益遥 一是构
建数字教材内容编制的伦理审议机制袁组建由教育专
家尧学科教师尧家长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评审团队袁对数
字教材内容进行道德审查遥 重点关注虚假性引导尧内
容不准确以及偏离教学目标等知识伦理风险袁关注知
识智能生产与个性化推荐背后的知识质量和伦理校

淤谷歌效应即人们越来越依赖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袁而不再记忆信息本身袁从而影响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记忆能力袁反映了现代人在

信息获取和记忆方式上的重大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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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遥同时袁依据国家标准袁确保教材显著位置标明版权
信息遥 二是建立动态监测及过滤机制袁定期进行更新
和审查袁确保其内容的时效性和合规性遥 对于出现的
不良或侵权内容袁应及时进行处理与过滤袁去除不符
合道德评审标准的不良信息或有害内容遥三是建立用
户反馈机制袁鼓励使用者提出关于知识检索尧获取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遥 一旦发现实质性的知识错误袁应
立即野冻结冶相关内容遥同时袁应建立行政尧行业和平台
监管的协调机制袁分不同层次和维度对教材内容进行
评审袁确保全面尧规范的知识审查遥对于用户反馈的伦
理问题袁应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袁以加强知识伦理风
险的有效治理遥

渊二冤创新沉浸式空间场景设计袁开发基于智能感
知的具身式数字教材

在智能时代袁数字教材编制中存在场景化设计的
缺位与错位问题遥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袁技术的野身体冶
及其经验的扩展能为我们获得更多的感知经验遥创设
基于智能感知的具身式数字教材袁 模拟真实学习情
境袁可有效化解数字教材编制中存在的失真问题遥 一
是在数字教材编制中嵌入多模态感知技术袁创设具身
化的学习体验遥 通过虚拟现实渊VR冤尧增强现实渊AR冤
和混合现实渊MR冤技术袁设计小游戏尧模拟实验和语音
互动等环节袁构建真实尧生动的学习环境遥 此外袁还应
关注身体感知与动作参与的学习内容设计袁提供实践
操作平台袁帮助学习者能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对知识
的理解和应用遥 二是在组织伦理的指引下袁应关注智
能技术对学习者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遥实时收集学习
者的行为特征尧情感状态和环境特点等数据袁分析其
认知状态和情感变化遥 同时袁构建学习者具身模拟数
据库和具身模型袁根据实际场景动态调整内容袁实现
学习者野生活世界冶的投射袁优化教材的交互效果 [26]遥
三是加强数字教材的跨平台兼容性遥通过技术与平台
的深度整合袁支持学习者能够在不同设备和场景中无
缝切换袁实现真正意义的移动学习袁将学习从一次性
任务转变为持续性过程袁促进其终身学习能力发展遥

渊三冤聚焦用户本位化诉求袁建立数字教材交互体
验的反馈与改进机制

在数字教材的编制中袁聚焦用户本位化诉求是确
保教材高效性和用户体验的关键遥 然而袁智能技术支
撑下的数字教材编制袁必须重拾野以人为本冶的教育价
值理念袁立足用户本位化诉求袁建立数字教材交互体
验的反馈与改进机制袁以此防范数字教材编制过程中
出现的交互伦理困境遥 一是聚焦用户本位化诉求袁建
立数字教材交互体验的反馈机制袁将其嵌入教材内容

与服务的开发中遥 例如袁xAPI渊Experience API冤作为一
种学习数据记录与追踪技术袁能够为数字教材开发提
供重要支持遥 xAPI技术能够精准记录学习者在不同
场景和设备中与数字教材的交互行为袁如点击尧停留
时间尧选择的内容或练习结果等遥 这些数据能够帮助
教材编制者依据学习者的兴趣尧认知特点和学习进度
动态调整教材内容袁识别学习难点袁优化教学策略以
及提供额外资源袁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个性化学习遥
二是构建多维度的质量评估袁建立数字教材交互体验
改进机制遥一方面袁可利用智能追踪技术袁全面收集用
户针对数字教材内容尧界面和功能等交互体验的具体
反馈袁从而精准识别用户的需求和痛点袁提升人在媒
介环境中的主体理性[27]遥 另一方面袁开发智能反馈系
统或服务平台袁建立自我优化机制袁及时对教材内容
进行更新与维护袁确保内容的时效性和相关性遥 根据
用户反馈自动优化界面设计尧操作流程尧交互元素袁确
保其更加符合用户的操作习惯和审美需求遥 同时袁针
对技术问题渊如卡顿尧闪退等冤加强技术攻关和优化袁
保证顺畅的使用体验遥

渊四冤关注角色建构与责任厘定袁构建数字教材编
制的技术责任体系

在智能时代袁技术责任的判定与问责具有不确定
性与模糊性袁构建数字教材编制的技术责任体系至关
重要遥这需要明确不同参与者在编制过程中的角色和
职责袁确保技术的合理应用袁保障数字教材的质量和
教育价值遥一是应高度关注教育专家尧技术团队尧师生
等各方角色职责袁构建数字教材编制的技术责任评估
体系遥通过明确各方职责袁形成清晰的责任链条袁从而
确保数字教材内容和功能的科学性尧 准确性和教育
性遥 二是在角色责任关系上袁应明确人与机器评审角
色的差异与边界遥 特别应认识到袁在面对复杂的教育
目标尧学科特性和文化语境时袁人类评审具有更高的
判断力和学科敏感性遥教育专家可以主导内容框架和
知识体系的制定袁 确保教材符合教育目标和学科特
点曰技术团队则根据教育需求和技术可行性袁设计并
开发交互功能尧学习分析工具以及智能机器审核系统
等曰师生应参与数字教材的试用和评估过程袁提供反
馈和建议[28]遥 二是应构建数字教材编制的技术责任追
究制度袁 明确各方的职责和违规行为的处理方式袁确
保责任追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遥可设立专门的监督机
构或委员会袁对编制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袁确保各项责
任的有效落实袁定期展开技术培训袁提高参与人员的
技术素养和责任意识遥 同时袁可利用智能监测与画像
技术袁 动态跟踪数字教材编制过程中的伦理风险袁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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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个性化反馈与改进机制袁确保监测过程具备实时性
与动态性遥 对于存在较大伦理风险的数字教材袁应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袁确保教材符合伦理标准袁进而形成
完善的责任监管体系遥

五尧结 束 语

数字教材编制本身是一个多元合作尧 多方对话的
过程袁 其伦理维度可能会随伦理诉求的变化而不断演
变遥对智能时代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尺度做挖掘袁是对

当前数字教材编制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理路的有效回

应遥 在智能时代袁数字教材的个性化尧智能化和生成化
特征日益突出袁 构建动态更新的质量规范体系成为关
键袁既要保障技术应用的野向善性冶设计原则袁也要确立
野规范化冶应用的编制标准遥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尧5G
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袁 数字教材编制将迎来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袁但也面临技术伦理问题加剧的风险袁未来
应更加关注数字教材编制的伦理问题袁 寻找技术与教
育的最佳伦理结合点袁推动数字教材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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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iorities and perspectives.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limited attention to equity issues,
reliance on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trics in student-focused studies, a distinctive "Chinese model" in
teacher -focused research,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ologies with technology. To
advance the field, future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emphasize constructing relational narratives, reframing
equity-focused discussions, strengthening multi-level subject research, and deepen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teaching. These efforts will help distill domestic insights,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and further
elevate China's global standing in STEM edu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STEM Education Research; Knowledge Mapp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cademic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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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lligent era supported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5G,
the compil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faces many uncertainties and ethical risks, which has become a key
issue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The study defines the ethical standard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from four aspects: knowledge ethics,
organizational ethics, interaction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involves ethical risks such as inducing knowledge infringement,
systematic absence of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 lack of situational adaptability, negative perception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improper processing of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and lack of evidence-based review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Based on this, the ethical risk governance approach for the compil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is proposed: positioning knowledge rights, and establishing an ethical review
and filtering mechanism for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of digital textbooks; innovating immersive spatial
scenarios, and developing embodied digital textbooks based on intelligent perception; focusing on user-
oriented demands, and establishing a feedback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for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digital textbooks; paying attention to role constru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building a
technic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the compil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Keywords] Intelligent Era; Digital Textbook; Textbook Compilation; Ethical Risk; Ris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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