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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下，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推动教育数字化浪潮。我国教育

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优质资源分布不均以及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数字社会需求等问题，发展智慧

教育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可能。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

影响了未来教育形态，为教育改革带来新机遇，催生了智慧教育。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探讨了技术伦理

视角下智慧教育的应用场景，提出了技术伦理视角下智慧教育的发展策略，旨在为智慧教育的健康发展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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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eepening continuously, driving the wave of 
digital education.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regional 
developmental imbalance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
els inadequately aligned with the demands of a digital society. The advancement of sm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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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s innovative pathways to address these systemic constrain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s profoundly influ-
enced the future form of education,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giving 
rise to smart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ap-
plication status of sm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ethics and proposes devel-
opment strategies for sm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ethics,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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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教育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容，正成为全球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教育部数字化战略行动均强调推进智慧教育发展[1]。在物联网、ChatGPT 等

新技术驱动下，教育模式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但现存教育体系的“工业化”特征仍制约其功能发挥。知

识经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与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形成双重张力，亟待构建智慧教育的健

康发展路径。然而，新兴智能技术在赋能教育过程中，衍生出算法歧视、技术滥用、数据隐私泄露等伦

理问题[2] [3]，引发教育领域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担忧，技术伦理规范革新滞后于实践，缺乏全面伦理框架

支撑智慧教育发展。 
本研究聚焦技术伦理视角下智慧教育应用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旨在从理论层面深化智慧教育技

术伦理问题理解，丰富技术伦理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构建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撑；从实践层面

为智慧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建议，推动技术合理应用，促进教育公平公正。 

2. 技术伦理：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的对立统一 

技术伦理源于伦理学对技术变革的系统反思与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其核心在于通过道德框架引导

技术活动与人类价值体系的协同演进[4]。作为连接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交叉领域，技术伦理形成了“外

在主义”与“内在主义”两种互补性的理论进路，共同构成了技术伦理学的双重维度。 
外在主义伦理进路采取技术他者化的研究立场，着重考察技术系统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该理论

强调技术作为外部变量对社会伦理规范的重构作用，主张通过制度性约束与过程性监管来规范技术应用。

其理论内核包含三个层面：在价值维度上，聚焦技术扩散引发的社会价值冲突与伦理标准变迁；在方法

维度上，强调构建多层次伦理框架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性；在实践维度上，主张通过立法监管、伦理

审查等外部机制防范技术异化风险。这种治理逻辑体现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调节需求。 
内在主义伦理进路则突破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提出技术物的道德行动者理论。该理论突破技术中

立论预设，认为技术人工物具有价值负载性，其设计逻辑内嵌着伦理决策的可能性。其理论创新体现在

三个方面：本体论层面将技术纳入道德共同体，承认技术系统的伦理能动性；认识论层面强调价值敏感

设计，主张在技术研发阶段实现伦理前置；方法论层面倡导价值对齐机制，通过技术架构的道德物化确

保人机协同的价值一致性。这种理论转向体现了对技术伦理本质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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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技术伦理学的完整分析框架，既关注技术活动的社会规制，又强调技术系

统的伦理建构，为应对人机共生的伦理挑战提供了理论支撑。二者的协同演进标志着技术伦理研究从被

动应对转向主动建构，从外部约束深化为内在融合的理论成熟过程。 

3. 技术伦理视角下智慧教育应用场景 

智慧教育作为技术革新与教育融合的连续体，涵盖个人学习与教育系统的双重维度，其核心在于引

导学习者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创造力与协作能力[5]，同时构建多层级技术应用体系。随着智能技术深度渗

透教育全场景，智慧校园、智慧课堂与智慧学习空间等领域的实践探索不断深化，但技术伦理问题也随

之凸显。 

3.1. 智慧校园：技术赋能与数据治理的双重挑战 

智慧校园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构建全面感知的教育生态，推动教学、管理与服务的数

字化转型[6]。研究者在体系架构层面提出层次化模型与开放框架，并通过流程驱动架构提升事务执行效

率[7] [8]。然而，技术赋能的背后潜藏伦理风险：校园全场景数据采集涉及师生隐私保护难题，异构系统

互联可能加剧数据泄露风险，算法支撑的决策系统若缺乏透明度易引发公平性质疑。如何平衡技术创新

与数据治理，成为智慧校园建设亟待解决的伦理命题。 

3.2. 智慧课堂：沉浸式体验与算法公正的平衡 

以 5G+多模态技术为特征的智慧课堂重塑教学范式，典型案例如“彩虹的秘密”项目通过 VR/AR/MR
设备与智能终端协同，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9]。这种技术驱动的课堂革新在提升参与度的同时，可能诱

发虚拟环境沉溺风险。算法支持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虽优化学习路径，但其数据采集范围(如智慧学习笔的

行为追踪)与推荐逻辑透明度不足，存在算法歧视隐患。北京师范大学的实践表明，多模态评估体系需建

立算法审计机制，确保技术应用不损害教育公平。 

3.3. 智慧学习空间：个性化服务与隐私保护的博弈 

智慧学习空间突破时空限制，通过情境感知与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资源推送。阳亚平团队基于 PSST 框

架设计的“5G 室联网实验室”，验证了技术贯通与社会性因素协调的重要性[10]。此类空间的伦理困境

集中表现为：学习历史数据的深度挖掘可能异化为全景监控，情境感知技术对学习者社会关系的捕捉涉

及隐私边界的争议。研究显示，过度依赖智能评估可能削弱学习者自主决策能力，而生成式 AI 的滥用更

会引发学术诚信危机[11]。 

3.4. 技术伦理风险的显性化表征 

当前智慧教育应用场景中，伦理风险呈现多维度特征：教育机器人误用导致人机责任边界模糊，算

法歧视加剧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数据管理失范威胁主体隐私权，过度评测催生“数据至上”的教育

异化，虚拟环境沉溺影响身心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冲击学术伦理。这些风险要求我们在推进技术

应用时，必须建立包括伦理审查、算法透明化、数据分级保护在内的综合治理框架，确保技术创新始终

服务于教育本质价值的实现。 

4. 技术伦理视角下智慧教育的发展策略 

4.1. 构建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 

在智慧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为了确保学生数据的安全及有效应用，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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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在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政策时，应明确学生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的标准和流程，如数据

的来源、目的、范围、保存期限、处理方式和保密性等，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和使用学生数据以及相

关操作符合法规要求。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安全存储机制，包括使用安全的存储设备、定期备份数据并对

学生数据进行审查和监督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数据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存储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4.2. 健全透明的算法公开机制 

为了确保算法在智慧教育中的公正、透明和有效应用，强化算法审查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对算法

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测试，其中审查过程应涵盖算法的设计、开发、部署和更新等各个环节，确保算法的

决策逻辑和输出结果不受影响。同时，应建立专业的具备相关的技术背景和伦理意识的审查团队，以确

保审查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再通过发布算法文档、提供可视化工具或组织公开讲座等方式公开算法的工

作原理和决策逻辑，让学生和家长了解算法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和评估，增强公众对智慧教育的信任度，

促进算法的不断优化。最后完善学生算法决策的申诉机制，如明确的申诉流程、独立的申诉处理机构和

及时的反馈机制等。 

4.3. 完善分层的技术责任追溯体系 

确保技术责任明确、技术监管到位以及应急响应机制健全，是保障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的关键。

教育机构和技术提供商在智慧教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承担着相应的技术责任。因此，需要建立

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教育机构应负责智慧教育规划、教学管理和资源整合，而技术提供商则应提供稳

定、安全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以明确责任边界更好地协同工作，共同推动智慧教育的健康发展。然而智

慧教育系统涉及大量的数据，其安全性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体验，故需要定期对系统进行技

术审查和监督，建立快速响应和处置机制以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4.4. 优化均衡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 

为了实现所有的学生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这一目标，需要根据学生特点采取不同的

方式。对于地域偏远的学生，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远程教育、在线课程等，打破时空限制，让他们

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对于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和辅导，打破地域和校际壁垒，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互通，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困难实现自我价值。可通过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开

展校际合作、推广开放课程等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受益，提高整体教育水平，设计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

评估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4.5. 构建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育框架 

提升师生技术素养和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是确保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的关键环节。智慧教育工具

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教师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些工具和技

术的作用。为了提升教师的技术素养，开展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如定期组织线上或线下的培训课程、邀

请技术专家进行分享交流、设立教师技术学习社群等帮助教师熟悉并掌握智慧教育工具和技术，从而提

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在使用系统时，师生可能会遇到各种系统故障、操作困难等问题。为了

保障顺畅体验，可建立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提供支持服务或通过建立在线帮助文档、开设相关论坛等方

式，为学习者提供自主解决问题的途径。 

4.6. 深化人本导向的智能教育融合模式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智慧教育提供了无限可能。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变革，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教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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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和学习方式[12]。这意味着教育工作者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思维，结合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协

作学习等教育模式来设计更具创新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活动。例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

的学习行为和需求为学习者提供精准的学习资源和路径；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提高教育质量和

效率为学生创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教育研究者需要与技术专家加

强合作更好地理解教育的本质和需求，探索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开发出更加符合实

际需求的智慧教育工具和服务为未来的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 

5. 结语 

随着智慧教育的快速发展，技术伦理在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智慧教育未来将在技术伦理的引导下

持续进化，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技术伦理教育提高教育者、学生和技术开发者的伦理意识，通过深化对技

术伦理的研究探索更加符合伦理原则的智慧教育应用模式。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和研究方向：加强跨学

科合作与交流，促进计算机科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融合，共同推动智慧教育的健康发展；深入

研究智慧教育中的数据伦理、算法伦理等问题，提出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建立健全的技术伦理监管机

制，确保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始终符合伦理要求，为智慧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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