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7), 125-13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7573    

文章引用: 何万燕. 思政智脑: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发展困境[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7): 
125-133. DOI: 10.12677/ass.2024.137573 

 
 

思政智脑：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价

值意蕴与发展困境 

何万燕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5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3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2日   

 
 

 
摘  要 

智能新时代，数字化演进正在经历数智赋能的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很强的溢出带动性。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经发布就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第五疆域内，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崭新的变革。新的舞台已经拉开帷幕，

智能浪潮汹涌澎湃，其释放的信息迷雾对于思政教育来说是机遇或是挑战还未可知。理性审视和分析生

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思想政治话语体系转型的助推器，是提升话语权建构的“奇点时刻”。

本文主要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多模态交互工具的产生，给思政教育带来的新机遇，在赋能过程中

呈现的新特点以及这种崭新的教育生态有怎样优势。创新教育发展，前瞻谋局数智时代，在新赛道中赢

得思政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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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 evolution is experiencing a new stage of digital intelli-
gence empowerment. A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leading the latest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strong spil-
lover drive.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since 2023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ifth territory, we are undergoing a brand-new revolution. 
The new stage has been opened, and the wave of intelligence is surging.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fog released is an opportunity or a challeng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model are the booste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singularity moment”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gen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ulti-modal in-
teractive tool, the new opportunities brought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new cha-
racteristics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is new educational 
ecology to innov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ticipate the trends of the data intelligent era, and 
wi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competition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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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力，其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

话语权与话语效果的正向相关关系中，要高度重视话语权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能使用技术去建构

和改造社会秩序[1]。这种技术的改造作用要么是推动原有秩序，要么是阻滞或颠覆原有秩序。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其中，着重强调了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支持力度，并积极开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行动，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人类将自身的能力赋予一个新工具时，就会推动历史向

前跨进一大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欧美国家在理论原理的研究上更为先进，但中国的优势就

在于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可以提供给处理器预训练，我们有广阔的市场、庞大的用户群体，可以从场景、

应用等着手反哺底层技术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数字中国的宏大背景下，借助技术优

势来提升教育效能成为提升思政话语权建设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命题。但“技术总是

同时打开两个相反的可能性”[3]。以 ChatGPT 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问世为新形势下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正向互助和反向博弈。这一基于大规模语言预训练所形成的内容生成模式意味着生成

式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媲美人类智能的通识和逻辑能力，同时也在深层次上不断形塑技术生态、整合教

育形态，展现了技术创新的集成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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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思政教育建设的新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时代引下思政教育领信息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技术，能重构思想政

治教育形式和内容，营造多元交互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4]。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的 OpenAI 公司推

出了 ChatGPT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大规模语言预训练的机制，能够通过

对大量数据的预训练在新的排列组合中生成符合提问者需求的相关答案，并与提问者形成多轮交互式人

机对话，达到了 1 + 1 > 2 的效果。OpenAI 于 2023 年 3 月发布包括语言和图片的多模态大模型 GPT-4，
被称作大语言模型的新里程碑[5]，问世几个月内就达到了一亿多的注册用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互

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6]。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

“通义千问”、讯飞的“星火认知”、“360 智脑”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模仿思维，理解语义，

通过大规模、预训练达到生成式，其以一种近乎人类语言的方式生成较高难度的回应文本，帮助用户完

成文案生成、代码生成、语言翻译、论文撰写等，部分教师还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领域的具体

实践中，这些强大的功能对于数智化下思政教育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智能的曙光从历史的地平

线缓缓上升，其光芒必定照耀和影响未来世界。 

2.1. 工具理性和思政信息双向互嵌、合和共生 

马尔库塞指出，科技时代的理性排斥价值理性，崇尚工具理性，理想由多样性变为单一性，这种变

化使手段和目的之间关系对换，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异化。理性是现行世界的基础逻辑，也是思政教育顺

利开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为了实现性价比最大化而对

工具和手段的理性思考，而后者则是对行为自身的价值和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

的行为意识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导向，但同为一个正确、科学行为方式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何

一方的无限扩张或无限萎缩，都会导致行为方式的异化[7]。以 ChatGPT 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延续了技

术主义的工具逻辑，强调工具理性。但人类的活动特别是思政教育活动应该遵循双重尺度的统一，即“物

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退逼思政教师角色变化，教师从传授者转

向“师生共教共学”的引导者和人机资源协同者。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仍应坚持以人的价值和

发展作为基本立场，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互动式学习，构建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课程内容。美国科

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说，“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一个价值也都负载事实”[8]。科学技术的

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在践行人的价值理念，人便可以通过制定道德圭臬成为智能发展的“导引器”。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实现思政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推导力量之一 

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52 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 [9]。将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是高

校教育的重点。“Z 时代”的青年群体是数字技术的原住民，以手机客户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更是实现了高校大学生群体全民在线。不同于以往仅仅是在网上进行娱乐活动，当下的青年上网的诉求

逐渐从娱乐化转向知识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制于时间和场域等因素的影响，在话语方式、话语理

念、话语内容等方面出现问题但又疲于应对，使得网络思政教育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解释力、说服力和

影响力，造成思政教育陷入低效和话语权式微的困境。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大”模型，能够海

量的储存数据，其语言模型的参数规模达到千、万亿级以上，是对大数据知识的集大成学习。聚焦教、

学、评三大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引入思政教学中可以充当辅导者、协作者、评价者。例如当前的

ChatGPT-4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间的相互联系，揣摩用户的观点、思路和意图以提

供参考性框架和语句，思政教师可以据此输入思政导语，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宽广的数据域生成多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7573


何万燕 
 

 

DOI: 10.12677/ass.2024.137573 128 社会科学前沿 
 

角、多维度的思政举例，思政教师在审核确认中丰富案例库。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合作者，充分挖掘

其潜力。网络用得好就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增量”，将思政工作和信息技术相融合就能抓住思想

政治教育的“流量”。“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

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10]。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系统性、整合性的思维。

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们实现了知识去平台化，消除了“知识高地”，学科间的界限正缓缓

消失，知识的载体不再受制于具体的媒介，“知识的大融通”成为可能。 

2.3. 问题导向成为求知的主要方式，有利于思政信息的个人定制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改变了知识存储和获取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了不同来源的数据，如

开源信息数据库、通过与政府、企业、高校建立合作获得的数据和互联网数据，这丰富的数据来源使得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规模已达到了千亿甚至万亿的级别。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像一个空间

巨大的神经网络，将丰富的知识存贮在神经元中，使用者需要一些提示词来得到其相应的数据库的钥匙，

而钥匙是否能够精确的打开这扇大门就在于求知者是否能够准确的提出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移动

终端和 pc 终端对数据及时收集，打造受教育者多维数据的综合汇聚，并进行个人数据的分门别类，加密

传输敏感数据，创新个人数据平台，使思政受教育者的数据成长为“一张表”，以便于进行合理的规划

引导和个性培养。这种求知方式将再次使学习者成为学习的核心，整个知识网络围绕学习者展开，不需

要进行繁琐的推导和理解，就可以生成符合求知者需求的定制化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可以通

过大规模的无监督数据进行预训练，在预训练完成后，通过在特定任务上进行有监督的训练来微调模型，

结合输入的上下文信息，对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模拟场景、虚拟角色为提问者塑造一个全新的、个性

化的问答环境。个体的差异决定了需求的差异。人工智能由过去的分析式到现在的生成式，加速了知识

生产效率，改变了人与内容的基本关系，使单向度的信息生产转为了交互性的契合，实现了生成信息的

个人定制化。 

2.4. 大语言模型发展亟需思政信息为其导向 

“思想为体，技术为用”[11]。技术是中立的，没有对错之分，如何发挥其作用在于使用的人。生成

式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在诸种热闹喧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重大缺憾或缺失：已有教育学领域对于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视野，大多限于现实性、功用性层面，被定位在工具论的框架和视野之下，但人类

的认知具有嵌入性、能动性和延展性，是以整体性的形式发生的。对时代的敏感和解读是理论创生与发

展的源头活水[12]。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人本身的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关键是人何

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的关键在于明确在教育数字化的浪潮中精准把握思想的

接口，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的语料库中渗透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思政信息，在“数据池”里加

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个板块实现有机嵌入、交互自洽，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出契合时代脉搏。生

成式人工智能为新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铺设了一条前沿赛道，在这全新的试验场中工具理性和教育

的价值理性的链接融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思政教育建设的新特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式创新也逐渐融合新的技术和新的形式，如群体智能[13]。群智是指在特

定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驱动下，通过吸引、汇聚和管理大规模智能体(包括人作为智能体和智能机器人

作为智能体)，以竞争和合作等多种自主协同方式来共同应对挑战性任务时，特别是开放环境下的复杂系

统决策任务时，涌现出来的超越个体智力的智能形态[14]。在多重算法、数据、算力的计算分析下实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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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大释放，智能与各行业的耦合集成以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在开放的计算机辅助创新环境下，运用

群体智慧能够将计算机辅助创新的领域拓展到下一个称为“开放计算机辅助创新”的进化阶段[15]。智能

开放性其本质就在于以群智涌现能力为核心的高效开放协同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汇聚资源以形

成高效产出的能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智能涌现的盛况。 

3.1. 信息多链接性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4.0 的发行，可以打破文本的单模态运行，获取和理解来自多种源

的数据，构建以知识图谱为核心的图像、文本、声音的多模态链接，聚合多模态信息，丰富语义，耦合

知识。知识始终处在一种普遍性的联系之中，这种普遍联系的结构体系就是知识供应链[16]。生成式人工

智能能够利用上下文关联性，在多重链接点中考虑人物、地点、事件的相关性，同时捕捉到数据序列内

部的长距离依赖关系，使得生成的内容更加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数字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分散

的知识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及时集中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以知识需求为中心，以知识技术为纽带，实

现知识的综合性汇总，战略性优化。尼葛洛庞帝曾说过数字化的生活将改变新闻选择的经济模式，你不

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7]。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具体操作中，用户将问题输入，通过底层模型和智能算法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将从自

身预训练的知识库和语料库中提取关键词，对语言和句子结构的模型进行处理并生成回复。通过对千亿

参数的模型的微调推演，用户的不同问法或者同一种问法都能生成不同的回答，实现了信息的定制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一强大功能使得用户可以通过工具在短时间内获取到丰富的知识，将其作为思政课

堂上的“第二教师”将有效的减少学生的机械记忆需要，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3.2. 智能化涌现性 

当训练数据超过一定阈值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在特定领域产生智能涌现，能极大程度提升模型性

能与输出质量，此时的模型可称为大模型[18]。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专家曾对智能涌现进行了如下

的定义：如果一种能力存在于较大模型中，那么其就是涌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又称为大语言

模型，参数量从 2022 年 ChatGPT-3.5 的千亿级到 2023 年 ChatGPT-4 的万亿级，其庞大的体量使得我们

从专用性的弱人工智能走向了通用性的强人工智能。这种强人工智能打破了局限在特定领域的专用智能，

多点爆发，智能涌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显著增强了智能导师系统的功能，尤其是在自然语言理解

的深度、内容生成的质量以及适应性的灵活度方面。通过这一先进技术的应用，智能导师系统得以更准

确地解读学生的语言输入，创造出更为丰富和相关的内容，同时还能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调整教学策

略。在使用大型语言模型中含有情感标签的文本时，会进行一定的微调预训练情感语音合成模型，并注

入目标说话人语料。这一过程能够实现情感语音的合成，以此来丰富数据，达到提升效果的目的。其运

用在教育领域则是学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网页上进行思政问答时并不是只能得到统一的规训式的解

答，而是可以通过在人机的交互式问答中模仿人类的类比推理。通过大数据的归纳演绎和拓展，输出的

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多点覆盖下学生的思想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3.3. 信息开源性 

开源作为互联网上的一类特殊大规模群体创作模式，以互联网开源社区为协作环境，将软件源代码

和开发过程等对外开放并允许大众自由参与、修改和传播，使得关联复杂、多样化的参与群体可以自由

地参与软件的创作与生产活动，涌现出高度自治的群智[19]。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人工

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20]。“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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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新生代”的网民群体不在处于闭塞的空间，他们对世界主动求索，大胆发问，谋求一个对世界的全新

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世界问题的解答“另辟蹊径”，通过对开源信息的收集整合、训练微调、监督

反馈打破界域限制，达到信息整合，重塑教育生态。根据公开资料的显示，以 ChatGPT-4 为例，对其进

行训练需要 4~8 万亿个单词，这样庞大的数据集可能会耗尽现有可用的语料数据，特别是中文语料库资

源告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追求高质量语料，丰富充实语料库规避偏见，思政教育

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入手注重对于数据语料库的补充，只有拥有丰富的语料库，生成式人工智能才能

更好的捕捉学生用户在提问过程中细微的语言特征，这除了使用数据清洗等技术手段外还需要注重从价

值内在铸魂来统合智能发展。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思政教育建设的潜能优势 

数字时代教育提质升级为育人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新质人才的培养”重点从知识本位走

向能力本位，从知识的吸收和技能的运用转向知识和技能综合运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教

师、教材、课堂”旧三中心必将转向“学生学习、学生发展、学生创造”新三中心[21]。庞大数据语料库

通过持续性对话分析和数据标注能够观察到用户更加细微的需求，淡化人机交互的边界，自然的融入用

户群体的语境之中。科大讯飞研究院的院长刘聪曾表示：“ChatGPT 最突出的优势，是它展现出的交互

式学习‘类人能力’，它能在多轮交互中以‘类人’的方式交流、学习和进步，可以自主、快速、不间

断地学习各领域专业知识并达到人类专家水平，且进一步展现出快速适应多领域、多场景的能力”[22]。
技术跃迁，站在时代发展风口的思政教育如何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类人化特点赋能教育，是擘画智慧型

教育蓝图的重要议题。 

4.1. 类人化：以人为标靶重塑教育主客关系 

马克思曾称机器是“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23]，机械智能的发展趋势正在由“拟人”向“类

人”转变。“机器类人化”指机器从对人外部肢体能力的模拟向破解人类智能奥秘的“由外向内”的发

展趋势[24]。人机交互的关键在于知否充分利用了机器的工具属性来获取教育的价值，启迪人类智慧，激

活主体性潜能。主体性是指个体在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个体能动性主要指的是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

新性[25]。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了传统师生关系，打破了单向稳固的教学逻辑。依托庞大的数据集群，平

等的生成相应的答案，在用户的“问”与智能的“答”共同交织的教育行动中赋予了用户自主参与权和

价值判断权，用户所需的答案依赖于用户的主动求索、持续追问，是用户自主精神活动的产物，递进式

问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体遮蔽性。“语言游戏论”指出，人类是在场景中学会表达和理解句义的。在

此基础上，语句逐步脱离特定场景，话语套着话语，一个词的意义由另一个词或一串词来解释[26]。生成

式人工智能以解锁思维链条的方式，锚定用户的精神价值需要，围绕细微之处集聚资源，在交互式的轮

转中强化深度思考的能力，在思想碰撞与价值讨论中提高思政素养。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政教育就

将用户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为了具有深度思考力的鲜活个体。 

4.2. 交互式：苏格拉底式对话教学唤醒主体自为性 

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法又称为“产婆术”“助产术”或“精神助产法”，不明确的给予一个确定

的答案而是通过商榷、追问、质疑引导对话者进行自我省察。以 ChatGPT 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模

拟现实世界，以持续追问机制摸索提问者的情感倾向，对齐颗粒度，以平等的姿态在一轮轮追问引导中

调动对话者的学习兴趣，将“知识讲述”内化于心，进行对话者自身的知识建构。如 Quiz Bot，这一现

代教育技术的杰作，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答机器，而是一位深谙教学艺术的引导者。设计理念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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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即学习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它通过

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们在错误中成长，在挑战中进步的空间。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着人展

开的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交互式讨论法进行“除弊”，让对话者自己发掘真理，这种自为探索下

对真理的掌握更能加深受教育者的印象，提高教育的“鲁棒性”。当前多元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如何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应内容转化为用户的内在道德品质，其关键就在于唤醒主体的自为性，只有主

体的自觉认可、自愿履行，才能真正的寓教于行。智能社会，人与技术之间越发走向和谐共生的关系，

“人—技术—世界”融成新行动整体[27]。“思政智脑”的应用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从受教

育者自身生活的全方面出发、全周期观测、全时域服务，注重调动其积极性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从“灌输、教化”方式转变为“引导、交流”，要从多角度促进受教育者自我选择、自我教育、自我提

升[28]。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交互式特点就如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并不是生产知识，而是通过“内引”在

互动中实现主体的自我教育。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思政教育建设的困境 

挑战与机遇并存。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对于教育而言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

利的探讨尚未明晰。但我们可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思政教育带来的挑战为契机反思思政教育的目标设

定和教学方法的实施是否恰当，从而更好的践行思政育人的宗旨。问题比答案重要。创造性的提出问题

远远比只是回答问题重要，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真实与虚拟间的边界、教育主客体间

的界限，这对于价值力和权威力的建设是个巨大的挑战。 

5.1. 价值力塑造困境：“数据喂养”下扭曲主体价值观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被过度吹捧和张扬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被打破，对教育的理性认知僭

越价值理性而成为功利标尺下的普遍理性，使人的价值淹没在物的价值中，造成“道德滑坡”、“行为

失范”和“人文主义空心化”。在传统的思政教育中，教师由于较早的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充足的

实践能力而成为了教育环节中的主导者，教育关系也维持着一种单向的稳固。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

破坏了这种稳定性的关系，教育主客体间边界进一步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师生间的传授关系。

现阶段的高校学生接收信息的来源广泛，思维活跃，但对于信息迷雾的甄别能力不足。人们在海量的信

息中会聚焦于自身感兴趣的事物，这种偏好关注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信息茧房”，这相对闭塞的“茧房”

中分歧的意见被过滤，长此以往，茧房中的人就将自身所见作为事实全貌，固守己见，无法接受不同的

声音，禁锢思想加剧群体隔离与分化。以 ChatGPT 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导算法来自于欧美国家，

此技术本身带有独特的商业性和排外性，算法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犹如被装进了“黑箱”之中，其生产的

内容在价值偏向上具有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政治的危害性，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传播造成阻碍。

例如用户在输入“共产主义最终会实现吗”，ChatGPT 给出的答案常常是含糊其辞，如“无法确定人类

是否会实现共产主义”，这类问题的解答，这类信息的“数据喂养”实质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游离于思想滑坡的边界上，长期处于这种“算法围猎”下的用户会再潜移默化中失去政治上和阶级上的

清醒认知。思想政治教育其本质是具有政治导向的思想教育，具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长期浸润在智

能算法筛选的偏见信息下会形成前摄抑制，先入为主，占据学生的主观认识对后续的思政课堂教学形成

干扰甚至生成抵触。 

5.2. 控制力失衡困境：过度技术依赖造成人机关系异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与研究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南》，呼吁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

中的引用。近年来，ChatGPT、文心一言、天工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迅猛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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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用于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之中。一些学生使用这类工具完成论文写作、思想汇报、心得体会等，当

前的检测技术还不能很好的区分文本是否具有原创性，使得传统的教育方式和现有教学秩序、学术规范

与学术伦理上发生了冲突。美国在线教育平台 Study.com 的一项针对 1000 名美国学生的调查显示，“超

过 89%的学生使用 Chat GPT 完成课程作业，48%的学生用其完成小测验，53%的学生用其写论文”思政

教育效果的呈现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内化于心，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工具的介入使得这一内

化过程变得应付性、瞬时性、脱离性，部分学生甚至将思政课作为“水课”，这种技术依赖性严重淡化

了师生间的直接联系，削弱教育内化的效果。华南师范大学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柴少明教授

曾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实证调查和研究，在其调研的范围内，有接近 80%的高

校师生使用过 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工具来完成作业。“数据成瘾”、“屏幕上瘾”使人们深陷智

能媒体所营造的虚假需要之中，致使产生了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的疏离，主体深度思考能力缺失，价值

选择主动性受损。这种人机交互模式无疑会加大了群体性思政教育课堂开展的难度，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内容。 
技术发展的洪流不可阻挡、席卷而来，一味阻止学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似乎难以实现，因势

利导，探究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研究的正当性边界和智能 AI 是否坚决不被允许应用于写作

中，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等。笔者认为将学术创作中重复性的工作加以智能辅助是应当被鼓励的，

在学术规范上可以进行一些技术加工，如限制生成内容的大篇幅复制、加以水印、用 NFT 技术对生成内

容加以独特的代码等。 

6. 结语 

2023 年 12 月，《自然》期刊将 ChatGPT 列为 2023 年度十大人物，这是首次出现的一个非人类的十

大人物，这一做法意味深长，旨在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能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人类的辉煌体现在塑造

意义和目标的实现。理性与情感的融合既彰显了我们既有对技术的无限构想，又具备对技术的审慎和反

思。人的思想具有隐匿性，面对老师、面对家长常常难以表露自身真实的想法，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仿佛

一个安全的树洞，可以倾听并引导用户表达更全面、真实、详细的信息，在长期的追踪统计下，能够更

加精准掌握用户心理，做出合理决策。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助而不替”是实现技术赋能

教育，智能与思政双向良性互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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