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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出现，使教育能够以数字化以及信

息化体现出来，智慧教育改变了教育的结构，教育系统间的各要素地位发生改变，要素间的关系需要得

到重新建构。智慧教育是基于新技术的应用而催生出的新业态，但新技术的应用亦会导致伦理问题出现

困厄。文章从“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以期从中系统的分析出智慧教育背后的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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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virtual reality and other technologies, education can be reflected by digitization and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education has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the status of various 
elements among education systems has chang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needs to 
be rebuilt. Intelligent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busines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
ogy, bu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will also lead to eth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thical 
dilemma behind wisd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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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智慧+”在各行各业深入融和发展，部分专家学者也开启了“智慧”与“教育”结合的新纪元。

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国内智慧教育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将智慧教育与智能教育进行了区分，对智慧教育的形式和应用场景以及功能作用做出完整

的解释和规定[1]。智慧教育将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结合机器设备以及

VR 等装备，让教育能够以数字化以及信息化体现出来。智慧教育的出现为解决我国教育行业发展不平等、

不平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智慧教育的快速发展与教育伦理学更新的滞后使智慧教育的发展缺失了

理论的支持和束缚[2]。 
智慧教育是信息化教育的高级层次，当前智慧教育的主体多维、内涵浅显、教育实践本末倒置，智

慧教育平台注重技术手段应用轻教育本质，学识教育与品德教育同步迟缓，授课内容缺乏有效管理监督

等伦理问题[3]。技术的发展进步会导致教育手段的更新，教育的发展也会有所前进，但在智慧教育的发

展过程中要摒弃“唯技术论”的过激理论，应该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到人这一主体上，引导学习者建立起

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智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智慧教育的发展要始终坚持人本

主义，发展出终身化、智慧化、环保型的新型教育体系。要以技术为手段不断突出教育的功能性，提高

教育担当，在教育过程中避免技术应用的异化。 

2. 智慧教育的特征与内涵 

祝智庭等对智慧和智慧教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系统的对当代智慧教育来源、主张进行解释说明。

他认为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并从设计者、学习者、教学者等三个视角对智慧教育的构建和

运用做出了一定的规范[4] [5]。杨现民认为智慧教育不同于传统信息化教育，智慧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集教学与技术融合、教育资源共享、开放个性、绿色高效、大数据分析与评价于一体，而其技术特征主

要为情景感知、交互、个性推送、可视化，智慧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依靠创新科技应用培养智慧型人才[6]。 
曹培杰认为智慧教育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学习环境、教学方式和教学管理变革，为学校教育提

供合适的学习机会，并且形成个性、精准、灵活的教育体系，最大限度促进学生成长。同时智慧教育的

感知性、便捷性、交互性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智慧教育深度学习、跨学科学习、无边

界学习的学习方式能够使学生学以致用。关于智慧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杨琴等认为智慧教育源于信息化

教育，是信息化教育的内在体现，但囿于传统教育的理念和影响致使其固有问题未能得到梳理和纠正，

智慧教育建设布局依然借鉴传统教育，缺乏创新性[7]。 
唐雯谦等总结分析了国内外智慧教育中个性化学习构建路径，得出自动构建模式忽视了协同和讨论

的重要作用，难以实现知识的深度构建，而知识导航型则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负担，对于学习者的学习

质量提升作用不大，以上两种构建模式的融合处于起步阶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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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慧教育的基本框架 

智慧教育改变了教育系统的结构，教育系统间的各要素地位发生改变，要素间的关系需要得到重新

建构，教育相关概念都必须得到相应修改。智慧教育的出现使教育环境随着技术的创新而得到变革，教

育方法因授课主体多维而智慧化，技术的普及应用使教育受众群体得到扩张。 

2.2. 智慧教育的教育环境 

智能穿戴装备的应用以及智能技术的应用，教育不再局限在某一处特定的场景中，教育环境具备了

感知、互动、适配、记录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便捷、灵活、适应的教育环境，

也为授课者与学生间搭建起一个交互性极强的反馈平台[9]。智慧教育的应用使教育环境由“人–人”的

互动模式变为了“人–机–人”的交互机制，教育环境中增加了一个元素，而这个元素引入使教育具有

了感知、交互、个性定制、资源共享、智慧分析的特征。变革后的教育环境对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和

个性化变革都具有极高的可能性，为授课者和学习者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有利于拓宽社会群体的知

识深度和促进知识的传播，提高授课者的成就感和学习者的成功期待度[10] [11]。 

2.3. 智慧教育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以言传和身教为主，现有授课者的教育教学方法多传承自其直接授课者，教育方法在传承

过程中加以一点改动甚至一点不变进行应用，但智慧教育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分析能力对教育方法能

够提供更为匹配的教学方法，更加适应学习者自身发展的教育方法，智慧教育的教学方法具有精确性、

创造性、个性化以及智慧化的特点，智慧教育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机器提供具

体教学方法、授课者实施教学方案的教学方法，在这一系统中机器和授课者都是在为学习者提供服务。

当下智慧教育教学方法以深度学习和宽度学习为主，在教学方法的制定过程中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个人

学习程度进行适当的变更，在人机协同中制定出个性化教育教学方法[12] [13]。 

2.4. 智慧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 

智慧教育旨在建立起终身学习机制，注重培养出德智兼备、适应时代发展、行动力强、组织性高、

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人才。智慧教育中的智慧以多种形式体现，它不再受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一个较

为完备的平台便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学习者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相关知

识的学习，对于具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也能够得到满足，智慧教育的便利性为扩大受众群体提供了基础

[14]。除主动寻求学习的受众外，智慧教育与大数据平台相结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智慧分析每一个

个体的学习偏向并推送学习内容以主动寻找学习群体。智慧教育的受众由单一的主动学习模式扩展至主

动与被动共存的二元化学习模式，这种模式在推进全民学习理念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模式

在人机协同的作用下对于学习投入、学习偏好以及社会主流学习内容的选择中兼顾人本特性和科学性，

将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制定出遵从社会道德基本准则和符合社会伦理观的教学模式，为群体性素质的提

高建立起基本的条件。 
智慧教育在应用和设计过程中关注更多的是“人”，其基本框架是围绕着“授课者”和“学习者”进行

架构，智慧教育不是唯“技术论”，技术不是智慧教育的主要限制因素，它更多的是一种辅助性因素和智慧

教育快速发展的首要条件。因而智慧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技术应用的限制，滥用技术是不可取的行

为，技术要为人服务，合理的处理好“技术”与“人”之间关系，避免智慧教育应用过程中的伦理失序[15]。 

3. 智慧教育面临的伦理问题 

在传统教育和“智能教育”阶段，技术的使用更多的是利用其工具性特点，将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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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过程中予以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技术革新，大数据、物联网、交互设备的出现

使技术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判断、自我分析、自我学习的能力，在智慧教育的搭建和应用推广过程中在不

知不觉中将技术异化，技术的使用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只突出技术的地位而忽略人在智慧教育中的

主导地位，技术的使用与伦理准则的相悖必然会违背智慧教育的本意。技术的革新是快速的，智能技术

在智慧教育应用过程中会由于使用者的保守观念或者是激进态度造成智慧教育发展的滞后，同时由于大

量过于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教育发展的不匹配，会导致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迫使人和技术在同等地位，甚

至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人沦为技术手段的仆从[16]。机器(技术)本应该是人的所属，当教育工具与教育技

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地位过于突出，智慧教育的地位就会演变为“机–人”的主从关系，当机器的地位得

到强化后，这种地位的转变是违背技术伦理以及教育伦理本质，当人意识到这种有违伦理规范的事实存

在后，人就会在智慧教育的运用中刻意减少技术的投入甚至彻底剔除技术的运用，“人脑”和“智脑”

的竞争最终会分出主导地位，当“人脑”受制于“智脑”时伦理体系必会失序。而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伦

理失序问题具体表现在重智轻德强化技术职能、主体多维权责模糊。 

3.1. 重智轻德强化技术职能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促进个体发展，为社会培养出一批能推动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

的人才。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科学技术的制约，当技术快速发展，教育是否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

是否能够兼顾教育的社会学功能还有待商榷。智慧教育的核心主要依靠算法进行运作，算法只是按照设

计人员设定的模式进行运作，当智慧教育中的算法找到它认为的最优运作方式按照固定方式进行运算，

同时设计人员在搭建智慧教育平台过程中会以知识学习优劣为主要评价标准。教育是要培育出德智兼备

的人才，但智慧教育的背后是一串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代码，只能为“人”提供已有的历史事物，对于

不具象的品质和道德则那难以给出具体定量或定性的评判标准，人的道德评价在同一场景中因对象的不

同而有所区别，人工智能的服务中不具备道德培养和道德评价体系，智慧教育的发展最终演会变成知识

型人才培养体系。智慧教育背后的算法提供的选择都基于个人历史行为为依据，个性化选择的背后是思

维的固化，是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基于技术主导的人才培养体系所培养的“人”会为这个社会的未来

进行画像，基于这套培养体系下的社会群体勾勒出的社会发展前景背后是同一套逻辑思维，技术和数据

成为社会主导，社会的发展只能依靠历史数据平均值进行演化，会忽视社会发展中多样性、不确定性以

及创造性。 

3.2. 主体多维权责模糊 

智慧教育理论框架建构者、需求提出者、系统开发者、系统测试者、使用反馈者在共建和完善同一

事物时，对事物的理解程度因个体自身差异而有所偏差，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又决定其在某一特定事物中

看待事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在智慧教育构建不同阶段的负责人都在固有时间内成为主体，过程细化程度

决定了主体的数量，智慧教育的主体多维化实现同一目标加入个人情绪色彩进而造成目标偏差。另外智

慧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教授者和学习者，二者的身份不同所需的功能性区别较大，在搭建智慧教育平

台的过程中平衡教授者的主导地位和学习者的主体身份是否能够保持公正性？软件和平台的开发设计过

程中对于教育的理解不足都会造成无偏见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可控，造成不确定的伤害。测试者在对智慧

教育进行评估过程中也会因任务繁重而对其不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将有缺陷的智慧教育平台或相关

程序推向市场，致使最后一道验收关失陷。主体多维，利益纠扯不分，如何界定诸多主体的主要权责将

会是智慧教育构建过程中重点。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不同阶段的负责人都必须明确其主要权

责，各个主体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将同一目标予以具象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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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体行为数据缺乏保护 

智慧教育依靠海量的数据运行，运作过程中教授者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风格等独属于个体

特征的行为习惯均会被收集至智慧平台后服务器中集中存储，而这些数据通过智慧分析便可清晰勾勒出

个体的画像，学习者的学习倾向、学习时间、学习表现、讨论互动以及信息搜寻等为个体的分析提供了

基础条件，虽然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数据构建的智慧教育媒介在运作过

程中必然无法避免伦理异化。而收集的数据归谁所有，又有谁监管亦不清楚。智慧教育在收集和分析用

户个体行为过程中，用户是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智慧教育媒介作为监控方能否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

对待每一位用户有待确认。用户在智慧教育平台上停留的时间过长，留下的个人行为特征数量也会随之

增加，智慧教育平台会收集下这些平台不需要的“超额”信息，“超额”信息如何处理应用值得关注。

当诸多问题集中在同一平台时，监控者、服务者以及使用者的便会失去伦理主体，成为一个毫无隐私的

透明体。信息收集、信息使用以及信息共享等过程中，信息的监管主体是谁又该由何部门进行统筹管理

依然面临着伦理隐患。有限的信息如何演变成受监管的合理化的全面信息，多重主体下的监管又该如何

规定成为智慧教育伦理的主要挑战[18]。 

3.4. 影像化成瘾有损创造能力 

现行的智慧教育媒介有慕课、微博、知乎、中国智慧教育平台、超星尔雅等，信息技术以及互联

网的在教育系统的应用降低了教育系统进入的门槛，教授者们不论是何种身份都可以进行教学，互联

网的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人类过往的知识都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呈现和链接，当知

识获得通道变得便捷后人类对获得的知识会出现焦虑和迷失的问题。传统的教育以文字和对话的形式

进行呈现，但智慧教育平台大量使用图片、视频以及音频在短时间内提起学习者的兴趣，新奇感消退

后学习者就会发现在有趣的背后智慧教育平台提供的知识学习的空洞和知识传递效率的低下。同时过

量的使用音视频会压抑学习者的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过度的被动接受知识学习者的理性思维能力也

会受到压缩，当学习者习惯于这种快餐式和短暂式的刺激性学习，很难学识中提炼出智慧[19]。学生

感受知识的通道改变，很难在纷杂的知识中抽取出有效的知识，当学习深度的提高，相应的学科知识

也会变得更为抽象，抽象的事物能否重构出更为具象的形象，学习者对理论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这

有悖教育伦理规范[20]。 

4. 结语 

智慧教育作为新兴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最为广泛的产业，其伦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工

智能的伦理困境。智慧教育作为信息化教育的更高级别体现，智能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教育的结构、要素

以及功能，也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的要素间的对应关系。智慧教育因其牵涉要素较多，其带来的伦理困

境也较为复杂，教育德智兼顾的社会性功能因技术的滥用造成重智轻德，使服务对象对技术过度崇拜；

智慧教育在应用和搭建过程中的主体多维，利益区分不明显权责不清造成伦理失序；智慧教育平台对信

息的收集和使用缺乏透明度，造成使用者的隐私无从保护；而技术的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压迫了学习者

和教授者的创造力和理解力。梳理清智慧教育面临的伦理困境对智慧教育的长足发展有着推进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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