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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教学方式的革新，但也带来了许多道德与伦理挑战。本文分析

了大语言模型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学术不诚信等问题，探讨了建立伦理框架与监

管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以确保其安全、合理地应用。通过研究这些问题与对策，本

文为推动教育技术的合规性和伦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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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driven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numerous ethical and moral challenges. This pa-
per analyzes issues such as data privacy, algorithmic bias,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present in the 
us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education. It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ethical frame-
works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improvements to ensure their saf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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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application. By studying these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
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mpliance and ethic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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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如 DeepSeek、OpenAI 的 ChatGPT 和 Google
的 BERT 等)，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1]-[3]。大语言模型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生成高质量的文本，解答学术问题，并辅助教师进行教学决策，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效率与质量。

例如，这些模型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从而优

化教学方案[4] [5]。 
然而，语言模型在教育中提供了众多积极应用的同时，其带来的道德与伦理问题也愈加突出。这些

问题涉及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学术不诚信等方面，若处理不当，可能对教育公平、学生权益以及学术

道德带来潜在威胁[6]。 
近年来，学术界和技术界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例如，数据隐私问题指的是大语言模型在训

练过程中使用大量学生数据，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和匿名性是亟待解决的课题[3]。此外，由于训

练数据和算法的局限性，算法可能会产生偏见，影响到教育中的公平性[5]。再者，学术不诚信问题的出

现，也使语言模型的应用面临挑战，学生利用 AI 自动生成的内容完成作业或论文，这可能削弱教育体系

的诚信原则[7]。 
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讨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面临的道德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

策：首先，分析当前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所面临的主要伦理挑战；其次，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伦理框架

与监管机制，确保这些技术的安全和合理应用；最后，提出改进措施，促进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合规

性与伦理性，保障学生的权益和教育公平性。 

2. 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道德与伦理问题 

2.1. 数据隐私问题 

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需要海量的、具有多样性的文本数据，而在教育领域，这些数据往往涉及学生、

教师的个人信息、学习行为、成绩等敏感内容。如果数据存储和使用没有得到严格管理，可能会导致隐

私泄露和滥用[8] [9]。尤其是当教育平台和 AI 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隐私保护措施时，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个人信息可能被不当采集、存储或出售。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数据隐私问题不仅仅涉及数据泄露的风险，还包括“数据追踪”的问题[10]。

许多教育平台在收集学生数据时可能未能完全告知学生和家长，这在某些情况下违反了数据保护法(如
GDPR)规定。教育平台和 AI 系统收集的数据如果未经过加密或去标识化处理，容易被用于不当分析，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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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被用于商业化推广或行为预测[9]。许多教育 AI 平台未能妥善处理学生的数据，导致数据泄露事

件频发，并引发家长和社会对教育隐私保护的广泛担忧。因此，如何确保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数据隐

私保护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规范的关键问题。 

2.2. 算法偏见问题 

大语言模型通常依赖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而这些数据可能携带历史偏见，导致算法本身也可

能展现出偏见[11] [12]。例如，若训练数据包含性别、种族或地域等方面的偏见信息，模型可能在生成内

容时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少数群体、特定性别或其他弱势群体产生歧视性

输出。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也可能加剧教育系统本身的公平性问题。 
算法偏见问题在教育 AI 系统中尤为严重。教育领域中的大语言模型如果依赖于不平衡的训练数据，

可能会在评分、推荐和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上加剧社会不公[11] [12]。例如，某些性别或族裔背景的学生

可能更容易遭遇负面的评价，或者教育资源的推荐存在不公平分配。这种算法偏见不仅在教育内容的生

成上产生影响，在学生成绩预测等领域也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公。偏见不仅仅体现在模型生成内容的表面，

深层次的偏见问题可能影响教师的决策，导致在教务管理、招生选拔等环节的不公。因此，在开发和使

用大语言模型时，必须采取措施纠正算法中的偏见，确保模型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2.3. 学术不诚信问题 

大语言模型的另一个重要道德和伦理问题是学术不诚信。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使用大语言

模型生成作业、论文甚至考试答案的现象日益增加。这种行为不仅挑战了学术诚信的基本原则，还可能

改变传统教育体系中作业评价和考试评估的标准[13]。 
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可以骗过传统的学术检测工具，这使得学术不诚信问题更

加复杂[14] [15]。学生通过利用模型自动生成的内容，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高质量的作业或论文，而这些

内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原创性。AI 生成的内容虽然看似符合学术要求，但由于缺乏对复杂问题的深入

理解，最终可能导致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退化。 
虽然大多数教育机构采取了防范措施，但 AI 生成内容的检测能力仍有不足，甚至部分学生使用 AI

工具来“优化”其作业内容，从而绕过学术检测机制[15]。这种行为不仅危及学生的学术成长，也影响教

育机构对学生能力的真实评价，进而影响教育质量的公正性。因此，学术不诚信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系统

中需要重视的伦理难题，呼吁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教育政策，以遏制 AI 滥用的趋势。 
综上所述，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应用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伴随着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学

术不诚信等一系列伦理道德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教育系统的公正性与可信度，也对教育参与者的

权利和成长造成潜在影响。因此，为了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同时合理利用 AI 技术，需要及时构建系统性的

伦理框架与有效的监管机制，以规范大语言模型在教育场景中的发展路径与应用边界。 

3. 建立伦理框架与监管机制 

3.1. 制定道德原则 

在大语言模型的教育应用中，制定明确的道德原则是确保其合规和伦理应用的基石。这些道德原则

应以公平、透明和责任为核心，特别是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以及学术不诚信等方面进行规范。据

NGUYEN 等人的研究[16]，公平性原则要求确保大语言模型在教育过程中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避免任

何形式的歧视性输出，特别是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经济背景上的偏见。透明性原则要求教育者和学生

能够了解模型的决策过程，确保模型的工作原理和数据来源能够公开，并接受公众监督。责任原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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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开发者和教育机构应对模型的使用承担责任，包括教育环境中的潜在误用或不当应用。 
例如，依据公平性原则，教育机构应禁止通过大语言模型收集和使用敏感数据，如学生的家庭背景、

健康信息等，除非明确获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同时，禁止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不当教学操作，如生成

可能误导学生的答案或在评估过程中利用 AI 系统对学生进行不公正的评分[17]。研究还指出，教育系统

应建立严格的道德准则，确保大语言模型的使用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社交互动或价值观形成负面影响

[13]。 

3.2. 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 

有效的监管机制是确保大语言模型安全、合规应用的关键。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包括校内监管

和社会监管，可以从不同层面保障其伦理性。首先，学校应设立技术伦理委员会或数据伦理委员会，专

门负责审查 AI 系统在教学中的应用，确保这些应用符合道德规范，并避免潜在的风险。伦理委员会可以

定期评估大语言模型的使用效果，确保其在帮助学生学习的同时不会引发学术不诚信、隐私泄露等问题

[18]。 
其次，国家层面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边界。这些法规应详细

规定教育机构在使用 AI 时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如何处理学生数据、如何预防算法偏见、如何确保学术

诚信等。最新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推动“AI 教育法”的立法工作，以规范 AI 在教育领域中的使

用，保护学生的权益，并促进教育公平[19]。例如，欧盟在 2023 年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AI Act)，要

求所有 AI 应用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并在高风险应用领域(如教育)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该法案强调，AI
系统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是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对其 AI 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查

和报告[17]。 

3.3. 增强技术透明性 

技术透明性是保障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合规应用的重要措施之一。推广模型可解释性研究，要求

开发者披露模型训练数据和算法偏差来源，可以有效减少“黑箱效应”带来的伦理隐患。据 KASTANIA
的研究[20]，AI 模型的“黑箱效应”指的是由于模型复杂性过高，导致开发者和用户难以理解模型的具

体决策过程，从而无法识别其潜在的偏见和错误。 
近年来，许多学者和开发者已经开始致力于提高大语言模型的可解释性，提出了多种方法来揭示模

型决策背后的原因，如通过局部可解释性模型(LIME)和 SHAP 值来解释模型的具体决策[20]。此外，要

求开发者披露模型训练数据的来源和使用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算法偏见，是提升透明性的重要举措[19]。
2023 年，学术界和业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许多教育技术公司已开始在其产品中加入可解释性

功能，以帮助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更好地理解 AI 模型的决策逻辑。 
增强透明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求开发者公开 AI 模型训练时使用的数据集，尤其是涉及学生数

据的部分。只有当数据来源、训练方法和使用场景完全透明时，用户(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才能更好地

信任这些系统，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监督和纠正。 
为实现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依靠制度和技术层面的规范，还应通过教育者的

主动参与、技术手段的合理使用以及数据保护意识的强化来保障其正向价值的实现。下一节将从应用实

践出发，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与建议，以应对当前面临的伦理挑战，推动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健康发展。 

4. 改进措施与应用建议 

随着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日益普及，确保其道德与伦理性应用不仅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

还需要从多个角度实施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以下结合最新的研究文献，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与应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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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帮助教育领域更好地应对与解决大语言模型带来的道德与伦理挑战。 

4.1. 加强教育者的技术素养 

教育者的技术素养是确保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合理应用的关键。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需充分理解大语

言模型的局限性与潜在风险，从而避免其不当使用。 
教师的 AI 素养不仅要包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工具，还要理解其可能带来的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及学

术不诚信等问题[21]。因此，建议定期组织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讲座，尤其是针对 AI 伦
理和隐私保护的专题培训。这些培训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授教育者如何合理使用大语言模型

辅助教学，如为学生提供即时反馈、个性化学习建议等；第二，帮助教育者识别 AI 在教学中的潜在偏见

及局限性，如何避免过度依赖 AI 技术以保证教育质量；第三，强化教师的伦理意识，确保他们理解在教

学过程中如何保护学生的数据隐私与安全。 
通过 AI 素养培训，教师不仅提升了技术使用的能力，也增强了他们的伦理判断力，能够在面对 AI

系统的应用时作出更合适的决策[22]。 

4.2. 引入防范学术不诚信的技术 

随着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学生可能通过 AI 生成作业、论文或答案，从而降低学术诚信

的标准。为此，开发针对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的检测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学者们应开发多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检测工具，用以识别 AI 生成的文本。例如，通过分析文本中的句

式结构、语法模式以及重复性内容，能够有效区分由 AI 生成和人类创作的作品[23]。教育平台应积极引

入此类检测工具，在学生提交作业或论文时，对其进行原创性验证。通过使用这类技术，教师可以迅速

识别是否有学生借助 AI 进行作业代写，并引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工具，促进学术诚信。 
此外，学校应教育学生如何负责任地使用 AI 工具，将其作为学习辅助，而非代替学习的工具。通过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培养他们的学术诚信意识，进一步减少不当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情况[24]。 

4.3. 建立学生数据保护机制 

学生数据的保护是确保大语言模型合规应用的另一关键环节。AI 模型需要海量数据进行训练，而教

育数据往往涉及学生的个人信息，如姓名、成绩、健康状况等。若这些数据被滥用或泄露，可能对学生

造成严重的隐私侵犯。 
为了保护学生的个人数据，教育机构可以采用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等技术。通过对敏感数据进行

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采用匿名化处理时，尽量避免收集能够直接识别学

生身份的信息。数据加密和匿名化处理是当前大多数教育平台数据保护的基本手段[25]。 
此外，学校应定期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数据安全审查，确保教育平台符合数据保护法规。近年来，

部分教育平台已经开始委托第三方进行数据安全评估，并定期发布安全报告，以增强学生、家长和公众

对数据安全的信任[26]。 

4.4. 强调技术应用的教育公平性 

教育技术的应用不仅要追求高效，还要注重教育公平性。为了避免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可能带来的

偏见问题，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数据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确保模型的输出不会加剧已有的社会

不公。 
教育技术中的算法偏见往往源于训练数据的单一性或不均衡性。例如，若训练数据主要来自城市地

区，模型在处理农村地区学生的问题时，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其背景，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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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大语言模型时，应注重数据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确保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学生在使用过程中能

够获得公平的教育资源。 
此外，在教育资源分配中，尤其是技术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所有学生无论

起点如何，都能够享有平等的进步机会，并实现超越[27]。例如，一些教育技术公司已开始与农村学校合

作，向这些学校提供基于 AI 的教育资源和培训，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政府和社会也应出台政策，鼓

励对贫困地区和教育资源薄弱地区进行技术扶持，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平等享受教育的成果。 

5. 结论 

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教学方式、学习路径和教育资源的优化带来了全新可能，正

加速推动教育智能化转型。然而，伴随技术深入发展，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学术诚信缺失等伦理

问题也日益显现，需要及时建立系统的治理机制加以应对。为此，需从透明性、公平性和责任性等维度

构建伦理框架，通过政策制定、技术规范与教育实践的协同，提升人工智能在教育场景中的可信性与可

控性。 
面向未来，大语言模型赋能教育的前提是实现技术进步与伦理治理的良性互动。应推动跨学科合作，

强化法律、技术与社会因素的联动响应，提升数据治理水平与算法公正性，确保教育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唯有在多方合力下，才能释放人工智能在教育变革中的真正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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