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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风险研判、归因分析与

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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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袁其技术潜力不断释放袁应用场景日益丰富遥然而袁

这一进程也伴随着复杂的挑战和风险袁亟须系统性生态治理遥 研究剖析了 AI助力教育变革的三类风险渊主体性尧安全

性尧发展性风险冤袁并聚焦四种生态主体渊政府尧AI技术研发者尧学校和企业冤开展归因分析袁揭示了三类风险的多层次原

因链条袁涉及四重逻辑院制度逻辑袁法律与专业的约束缺失曰技术逻辑袁算法与系统的内在局限曰教育逻辑袁守正与守旧的

实践挑战曰商业逻辑袁效率与利益的价值扭曲遥 为应对上述问题袁研究提出 AI助力教育变革的生态治理框架袁旨在为 AI

与教育的良性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指引袁主张以政府为主导袁完善顶层架构曰增加企业参与袁规范行业管理曰发挥

教育引领作用袁提升主体自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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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AI冤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遥以 AI为代表
的新一轮科技与教育的关系袁 已迈入系统性融合的新
阶段[1]遥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不应是野AI赋能教育冶
的单向赋能思路袁也不应是野AI+教育冶的以 AI技术为
主导的融合思路袁而应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能动作用袁
以教育实践的真实需求为主导袁引领 AI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袁实现教育和 AI的双螺旋式共进遥 这种深度融合
要求从治理层面对 AI教育进行全面审视遥充分考虑教
育场景的特殊性袁 以满足 AI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需求遥
为了达成此目标袁应深入剖析 AI助力教育变革受到的
新约束尧产生的新风险袁挖掘风险生成的深层原因袁构
建指向 AI助力教育变革的生态治理体系遥

二尧AI助力教育变革的风险研判

在 AI助力教育变革背景下袁AI正在潜移默化地
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和学习模式遥基于技术的权力结
构有可能强化 AI在教育中的野权威性冶袁进而放大 AI
野黑箱冶式算法潜藏的技术缺陷袁并暴露人类的道德缺
陷袁最终为教育生态带来多元挑战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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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主体性风险
第一袁AI作为一种强大而新颖的野智慧外脑冶袁为

学习者提供了便捷的知识获取渠道袁但也带来了路径
依赖风险遥 AI依托于大数据和高算力支撑袁其核心在
于通过计算路径和统计概率完成相关学习信息的生

成与推送遥这一算法驱动的嵌入模式在表面上提升了
学习的智能性和精准性袁但实际上在潜移默化中重构
了学习者的认知路径遥过度依赖 AI系统袁会使学生的
学习决策逐渐受制于 AI的计算性选择袁 而非基于内
在思考的自我判断遥

第二袁AI通过构建野中心化冶的共性特征尧野引导
式冶的智能推荐来规范学习者的认知路径袁过度使用
则会造成认知束缚风险遥 AI的野生成冶基于群体共性
特征的设定袁其核心在于通过算法构建出一个统一的
野中心冶来代表复杂人类群体的共性遥学生受制于算法
规则框架下的信息循环中袁接收与自身偏好一致的信
息袁容易形成一种野既定认知冶的路径袁引发认知场域
中的野过滤气泡冶和野信息茧房冶的效应袁限制了个体的
认知自由与创造力[2]遥

第三袁AI的算法模型推演主导了诸多学习情境
的表征袁其不当使用可能带来学习异化风险遥 正如奥
尼尔所言袁野没有一种模型能囊括现实世界的所有复
杂因素或者人类交流上的所有细微差别冶[3]袁仅依靠高
度简约的算法模型难以还原全部的教育内涵袁甚至会
裂解教育的复杂性[4]袁这主要体现在学习情境和教学
互动两方面遥 在学习情境方面袁某些针对应试教育的
AI 技术可能被滥用于强化标准化测试和机械化训
练袁忽略了教育中的人文属性[5]袁导致教育活动的简单
化和模式化遥 在教学互动方面袁AI的情感支持依赖于
预设的算法逻辑袁难以真正替代人类教师在复杂情感
互动中的细腻关怀和价值引导遥

渊二冤安全性风险
第一袁数据泄露风险遥 AI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

海量数据的支持袁带来了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遥 特别
是教育场景下袁 师生与 AI的互动涉及大量个人信息
和学习数据袁若缺乏系统严密的数据加密尧访问控制
和防护的机制袁 容易造成敏感数据被不当访问或泄
露袁给用户带来严峻的安全隐患[6]遥
第二袁数据偏颇风险遥 AI依赖大量的数据集和开

发者的设计理念袁其中若含有民族尧地域等偏见袁就可
能生成偏离我国学生认知与价值观的教育内容[7]遥 鉴
于数据库信息可能存在事实性错误尧 概念混淆等问
题袁AI系统也常会生成一些错误或荒谬的信息袁野AI
幻觉冶可能导致对学生的潜在误导遥 并且其内容生成

过程缺乏透明性和可解释性袁犹如一个野黑箱冶袁因此袁
这些错误信息难以被及时识别与精准纠正遥
第三袁技术滥用风险遥学生可以轻易地利用 AI进

行学术作弊袁例如袁获得作业答案尧生成论文内容甚至
编写代码袁从而绕过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自主学习过
程[8]遥这种滥用行为挑战了基本的学术诚信原则遥除此
之外袁 学生利用 AI从事犯罪活动的问题也应受到关
注袁如利用 AI诈骗同学尧散布虚假信息等遥

渊三冤发展性风险
第一袁技术悬浮风险遥 AI技术逐渐为越来越多的

教育情境赋能袁但其适用性却面临野悬浮化冶困境[9]袁形
成了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冶的若即若离的尧悬浮化
的状态[10]遥 具体表现为袁能够满足信息整合尧搜索和简
单推荐的功能袁能够初步服务于浅层个性化学习但缺
乏对教育场景复杂性的深刻理解袁无法精准识别和响
应教师在教学设计尧 课堂管理等方面的动态需求袁同
时袁对于学生的学习情绪尧元认知能力及长期学业发
展等深层次需求袁现有技术亦显得力不从心遥

第二袁教育公平风险遥 AI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完
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资源支持遥这些资源在不同地区
的可及性差异明显遥 在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袁
数字化建设能力薄弱袁学生无法获得与城市发达地区
同等的 AI教育支持袁 从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
衡遥技术的复杂性和高门槛也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群体
间的差距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野数智鸿沟冶逐渐被隐藏甚
至合理化袁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难以意识到自身所处
的劣势袁形成隐形的野数智难民冶群体[11]遥

第三袁过度监控风险遥 AI对教育场景中行为和表
现的实时监控袁使得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被置于
高度透明化的野数据监控冶环境中袁其教学过程也被极
度细致地量化评估[12]遥 对于教师而言袁如果其每个行
为都与评价挂钩袁 技术支持可能将异化为技术压力袁
进而弱化了教师的创造性和灵活性遥 对于学生而言袁
AI的持续追踪袁可能导致他们在野被监督冶的压力下
学习袁将学习视作一种被审视和量化的任务袁而非内
在驱动的探索过程袁进而减弱其学习意愿和创造力遥

三尧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归因分析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产生并非由单一因素驱
动袁而是深刻根植于多元主体间责任与互动的缺失遥在
AI助力教育变革生态中袁政府尧AI技术研发者尧学校与
企业构成了四个核心主体袁 而其背后分别体现的制度
逻辑尧技术逻辑尧教育逻辑和商业逻辑袁各自蕴含潜在
风险遥 四重逻辑相互交织袁共同构成了 AI助力教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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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风险的多层次原因链条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归因分析

渊一冤制度逻辑院法律与专业的约束缺失
我国的数据治理体系主要建立在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和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曳的基础之上袁但针对
AI在教育场景中的具体应用袁仍然存在一定空白袁这
是造成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根本原因遥

在法律层面袁目前治理体系和政策中权责划分的
模糊性成为引发风险的重要源头遥 现有政策如叶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 主要关注技术企业
的合规运营袁但未能针对教育场景中学校尧技术企业
与政府等主体的权责进行有效分配袁 导致监管与执
行责任不明遥 此外袁现有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起分层分
级尧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治理体系遥 以教育数据监管为
例袁 虽然部分区域尝试引入企业与学校共同参与监
管袁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分级分层监管职责划分袁这种
合作形式通常流于形式袁 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治理
闭环[13]遥

在专业层面袁针对教育场景的专业治理机构和制
度设计存在缺位的问题遥现有法律框架主要以通用型
数据和技术治理为导向袁难以完全满足教育领域的学
生发展性尧多样性尧公平性等属性要求袁泛化的治理框
架也难以有效覆盖 AI教育应用中的具体细节遥 学生
主体的特殊性也要求 AI在面向学生群体应用时应有
特殊的规范遥 例如袁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并不能沿用消
费个性化推荐的底层逻辑袁需要基于教育的专业知识
和大量科学的实证研究袁在制度和标准上提出明确标
准和规范遥 此外袁面对当前管理容易出现野一管就死袁
一放就乱冶的问题袁政府需要快速组织专业人员对新
产品尧新应用的科学研究袁并制定多样化的标准遥

渊二冤技术逻辑院算法与系统的内在局限
现阶段 AI技术不成熟引发了技术内生的不稳定

性和复杂性问题袁贯穿于 AI系统的研发尧设计尧制造尧
应用等多个阶段袁 是导致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内
生根源遥

算法黑箱尧 数据偏见等不稳定因素对 AI应用的
安全性与可控性提出挑战遥不同于传统基于规则执行
的算法袁现代机器学习算法具备自我学习和自主决策
的特性袁能够从庞大的数据集中获取模式袁无须人类
直接干预[14]遥 然而袁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由于其
野黑箱冶特性袁使得外界难以理解系统从输入到输出的
逻辑袁使安全性验证更加困难[15]遥 数据不仅是 AI优化
的重要基础袁更是其实现公平合理决策的关键[16]遥 如
果数据质量不佳袁AI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也会随之
下降遥

AI 技术的伦理界定问题呈现出深层的理论分
歧袁增加了治理中权责关系确认难度遥 传统观点坚持
主客二元袁将 AI视为实现教育目的的辅助物袁强调人
类主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17]遥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主体
间性关系袁 认为 AI在智能化和自动化环境下具有潜
在主体性袁可能将逐步削弱人类作为唯一教育主体的
地位[18]遥 两方争论尚未统一袁AI的伦理地位也尚未明
确遥 可能导致在法律和伦理框架下难以准确界定 AI
责任归属袁进而导致治理中的责任转移尧伦理真空等
深层次问题遥

AI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拓展进
一步加剧了治理上的难度和风险遥 当前袁AI在教育中
的应用从个性化推荐系统到智能教师助手袁逐渐渗透
到课程设计尧教学反馈尧学情分析等多重场景袁其功能
与影响力不断扩展遥 然而袁技术的快速迭代往往伴随
着监管机制的滞后袁 导致 AI系统在教育中的应用缺
乏统一标准袁容易出现不受控的风险[19]遥

渊三冤教育逻辑院守正与守旧的实践挑战
目前袁教育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袁其追求守正创

新的价值目标与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之间的复杂博

弈袁 共同构成了制约 AI助力教育变革在治理上的结
构性根源遥

学校教育强调守正创新袁即在坚守教育的价值规
范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袁以立德树人和培养创新人才
为目标袁实现五育融合的全方位创新[20]遥 这要求其对
新技术的应用保持审慎态度[21]袁从学生发展视角考量
技术应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袁避免技术对教育进行单
向度的改变遥 然而袁在 AI融入教育的过程中袁尽管已
有诸多创新应用和模式袁但这些技术在教学安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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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上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袁尚不足以提供全面的
证据来支撑其长期应用的合理性与安全性袁 也难以确
保这些应用是否符合教育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期望袁使
得学校教育在 AI应用中存在较大的试错和调整成本遥

当前教育体系中仍然存在应试教育倾向的顽瘴

痼疾袁 对 AI助力教育变革的应用与治理形成了系统
性制约遥一些 AI教育产品袁如智能作业平台和在线测
评系统袁主要以提升考试成绩为核心目标袁通过精准
定位学生薄弱环节并反复强化训练袁在短期内优化学
业表现遥这种野刷题模式冶将学习过程简化为单一的应
试训练袁忽视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尧探究能力和跨学
科能力的培养遥 同时袁AI系统的成效评价过度依赖量
化指标袁如正确率与考试分数袁这与教育实践中对学
业成绩的过度追求高度契合袁进一步助推了教师和学
校对分数的聚焦袁而非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注遥 这种
模式使野最先进的技术冶服务于野最落后的教育冶袁不仅
与五育融合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袁 也制约了 AI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长远发展遥
教师与学生的数字素养发展滞后是当前教育发展

中另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遥作为教育的核心主体袁教师
和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技术适应能力在快速发展的技术

环境下相对滞后袁 不仅拖慢了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步伐袁也暴露了教育体系在这方面培养的不足遥

渊四冤商业逻辑院效率与利益的价值扭曲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性与教育的公益性之

间存在天然张力[22]遥AI教育企业往往以商业利益为导
向袁 忽视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与长期育人目标的实现袁
这是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外源性原因遥

在市场环境下袁 教育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服务提
供中通常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遥 这种逐利
性动机使得企业在产品设计中更倾向于迎合市场需

求袁追求用户数量和收入的快速增长袁而忽视教育的
规律和目的遥 AI教育企业普遍缺乏扎实的教育理论
基础袁这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风险遥 许多企业的技术研
发团队主要由计算机科学尧 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人员
组成袁对教育学尧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解相对薄弱遥 这
种技术主导型开发模式容易导致产品设计中对教育

本质的忽视袁使得 AI教育产品难以从根本上满足教
育场景的需求遥

行业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会加剧企业的短视

行为袁成为滋养风险的温床遥部分企业追求野政策性创
新冶袁只做表面文章而忽视了深层的创新设计[23]遥 为迅
速占领市场袁许多企业采取野先上线尧后优化冶的策略袁
优先追求产品上线速度袁而非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的

持续优化袁 导致产品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大量问题袁
如算法不稳定尧数据隐私保护不足等[24]遥

四尧AI助力教育变革的生态治理体系

基于风险研判和归因分析袁 本研究提出 AI助力
教育变革生态治理体系袁以迎接深度融合的机遇与挑
战遥 AI助力教育变革的生态治理应以坚守教育价值
为核心理念袁坚持以政府为治理核心袁企业和教育用
户多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进路遥 三方协同联动袁构建信
息循环与反馈机制袁确保治理体系能够根据动态需求
持续优化袁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治演进与动态平衡遥 该
治理体系强调三方面的建设院完善顶层架构尧规范行
业管理和提升主体适应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指向 AI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行业治理体系

渊一冤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管理与协同治理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品袁AI助力教育变革生态发

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规律袁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
控和政策制定进行全面引导遥 具体而言袁政府应从建
章立制尧协同治理与试点实验三个层面入手袁为 AI助
力教育变革风险治理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遥

第一袁 科学建构规避 AI助力教育变革风险的法
治基础遥 一方面袁应加快完善与教育数据相关的隐私
保护和风险防控法规袁明确规定教育数据的生命周期
管理策略袁规范数据的知识产权归属 [25]袁确立定期审
查制度袁确保数据的合法使用与风险可控[26]遥 另一方
面袁应制定涵盖行业标准与产品规范的市场准入审查
制度袁对 AI教育产品的教育性尧算法透明性尧数据安
全性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袁 确保技术供应商在产品
开发与服务提供过程中有章可循遥 可考虑设置 AI产
品在教育领域的准入审查机构袁 参考新药上市的实
验和审查流程袁 确保对教育领域 AI产品的有效风险
防范遥

第二袁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是政府实现顶层引导
的关键通路遥 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袁推动教育领
域多方主体在治理中的深度参与袁形成动态尧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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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机制遥 为此袁应设立专业的人工智能应用于
教育的技术监管部门袁具有专业化的监管理论尧规则尧
方法尧技术和流程袁依法监管袁辐射引领国际袁为野AI
助力教育变革冶提供公共服务遥定位上袁该部门既是保
障教育安全尧公平的监管者袁同时肩负着国际合作与
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能遥该部门应牵头构建智能化教育
数据监管体系袁整合政府尧学校和相关企业的力量袁推
动教育数据风险的协同监管遥

第三袁 试点实验是政府顶层引导下推动 AI助力
教育变革的重要实践策略遥 政府应采取循证的 野试
点要推广冶探索模式袁在对小范围试点项目进行充分
验证与评估后袁再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遥 这种模式通
过实证研究与数据支持袁 为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袁
避免盲目推广可能带来的教育隐患袁确保新技术应用
的可行性尧重要性与有效性[27]遥

渊二冤规范行业的技术尧资质管理与行业自治
正如野科林格里奇困境冶所指出的袁当一项技术的

社会后果在其早期阶段尚未充分显现时袁若未采取有
效预防措施袁一旦不良后果成为既定事实袁技术已深
嵌于经济与社会结构中袁 其治理将面临巨大挑战[28]遥
因此袁在 AI技术尚未给教育行业造成损害之前袁对其
潜在风险施行严格的防范极为重要遥 为规范行业管
理袁可以从全产业链的技术规范尧专业资质考试和行
业协会三个方面推进系统化建设遥

第一袁 全产业链的技术规范建设是实现 AI助力
教育变革企业治理的关键举措遥 叶国家人工智能产业
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渊2024版冤曳中将人工智能
产业链划分为四个部分袁包括基础层尧框架层尧模型
层尧应用层袁分别涵盖 AI技术从底层架构到场景实践
的各个阶段[29]遥 从教育产品开发的全流程来看袁行业
管理规范可以在 AI产业链的四个层次中分别进行构
建遥在基础层袁应提升算法透明性与可解释性袁并实施
严格的数据治理框架袁 确保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曰在
框架层袁需加强开源框架的安全检测袁制定兼容性标
准袁构建安全高效的技术开发环境曰在模型层袁应注重
消除算法偏见与伦理风险袁推动本土化大模型的研发
与应用袁以实现公平性与适配性的双重保障曰在应用
层袁需建立动态风险评估体系袁完善资源配置机制袁确
保 AI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稳定性与包容性袁 助力教
育公平与智能化发展遥

第二袁建立 AI助力教育变革专业资质认证和资
格考试体系遥 作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交叉
领域袁AI教育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袁他
们不仅要具备 AI技术开发的核心能力袁还应系统掌

握教育学尧心理学等领域的基本理论遥 通过资质认证
与资格考试袁可以明确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袁确保其
在技术开发与教育应用中具备理论支持与实践能

力遥 此外袁要求教育科技企业设立教研部门并将专业
资质作为教学研发团队成员的准入条件袁 也是提升
行业治理体系科学性的重要方法袁对 AI技术在教育
场景中的适用性进行科学论证袁 避免技术滥用和偏
差带来的教育风险遥

第三袁 建设 AI助力教育变革行业协会是推动行
业规范化与 AI 助力教育变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
径遥作为连接企业尧教育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重要平台袁
行业协会在标准化尧监督和资源整合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遥首先袁协会可以主导制定覆盖算法透明性尧
数据伦理规范和教育场景适配性的行业标准袁为企业
研发和技术应用提供明确指引袁 确保 AI技术与教育
需求深度融合遥 其次袁协会应负责推进从业人员资质
认证和培训体系建设袁提升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行业
整体水平遥此外袁行业协会可以定期组织研讨 AI教育
领域的核心议题袁形成行业共识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
学支持遥同时袁通过强化行业自治袁协会能够推动企业
自律机制的建立袁构建动态监测与反馈体系袁及时应
对技术应用中的风险与挑战遥

渊三冤教育主体在价值尧素养与创新的引领作用
AI助力教育变革的人机协同学习不仅依赖于系

统本身的优化袁更需要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发挥遥 为了
发挥教育的引领作用袁教育主体应从价值尧素养和方
法创新等方面为野AI助力教育变革冶提供强有力的主
体层面支持遥

第一袁 坚持以教育价值引领技术创新遥 野以人为
本袁智能向善冶已成为全球技术治理的共同原则袁这一
原则不仅是对技术伦理的基本要求袁 更是保障 AI技
术服务于教育本质的价值基石遥 正如奥尼尔所言袁算
法不应被赋予万能属性袁任何将其视为解决教育复杂
性与多样性问题的终极手段的科技乌托邦幻想袁都是
对教育本质的偏离[3]遥 优秀的教育学者和一线工作人
员应坚守教育价值认识袁 将 AI技术应用于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袁而非陷入技术至上的狂欢遥 学校等教育机
构需通过制度化手段加强价值引导袁例如袁开展专题
培训尧组织工作坊或进行教学案例分析袁以此提升师
生群体对技术伦理价值的认知袁从而促进技术与教育
形成良性共生关系遥

第二袁 提升 AI素养以确保驾驭技术遥 教育用户
渊教师尧学生尧家长冤的 AI素养不仅是技术风险治理的
重要屏障袁更是保障技术在教育中有效应用的核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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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遥 AI素养关乎教育用户在技术生态中的适应力尧判
断力和行动力袁 其内涵超越了对技术基本功能的掌
握袁涵盖了对 AI技术使用的批判性态度尧伦理意识和
实践能力[30]遥 具体而言袁教师应深刻理解技术在教育
中的功能与局限袁 在教学实践中有效调适技术应用袁
主动识别并反馈技术风险遥 学生应具备对 AI技术的
基础认知与应用能力袁确保在使用中保持批判性思维
与伦理意识遥 家长应具备选择与监督 AI教育产品的
能力袁确保未成年人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得到适当的保
护和引导遥
第三袁为教师主动创新提供必需的支持遥在 AI技

术深度融入教育的过程中袁积极探索新方法和新路径
是化解技术风险尧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手段遥 教师应
在教学实践中大胆尝试袁将 AI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尧作
业设计和学情分析等多元场景袁 探索 AI在教育应用
中的问题与局限袁通过反馈机制向学校管理层和技术
供应商提供改进建议遥 同时袁教师之间可以通过建立
专业学习社群袁共享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袁形成促进

技术创新的群体智慧遥 此外袁学校和教育机构应鼓励
学生在使用 AI工具时保持批判性思维袁 积极参与技
术评估与反馈过程遥通过定期组织学生用户的意见征
集尧体验反馈或创新竞赛等活动袁可以为技术改进提
供多维度的用户视角遥

五尧结 束 语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

嵌入教育体系袁 其为教育改革注入新动能的同时袁也
挑战着传统教育的价值根基与治理模式遥 从野工具理
性冶的技术嵌入袁到野生态治理冶的系统重构袁AI助力
教育变革的未来图景不再是简单的技术部署问题袁而
是多方主体共同努力袁秉持教育理念尧主动而为尧形成
新的协同机制和治理体系遥未来的教育不应是被算法
定义的教育袁而应是由教育定义技术发展的教育遥 推
动 AI助力教育变革的系统生态治理袁 既是对智能时
代教育本质的深度回应袁更是迈向公平尧高质量教育
未来的关键一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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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Research, Attribution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e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ZHANG Yu, YANG Zihao, QIN Fei
渊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empowere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ducation, with its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being continuously released
and its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creasingly enriched.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complex
challenges and risks that require systematic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study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risks
(subjectivity, safety and developmental risks) of "AI-empowere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focuses
on four types of ecological subjects (government, AI technology developer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attribution analysis, revealing a multi-level chain of causes for the three types of risks, involving
a quadruple logic: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lack of legal and professional constraints; technological logic,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algorithms and systems; educational logic,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abiding by the
right and the old; and commercial logic, the value distortion of efficiency and profi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above problems, the study proposes an ecolog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AI-empowere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ims to provide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benign symbio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I and education, advoc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to improve the top-
level structure,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subject's self-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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