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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快速传播时代的到来，生成式AI的应用普及速度不断加快，它在教育行业中也得到极大重视。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横空出世，它在上线的一周内就火爆全球。据已有数据分析，ChatGPT推
出仅仅一周就收获大于100万的用户，并且在其发布后的两月间，月活跃用户就突破1亿。本文聚焦在生

成式AI赋能教育出版的发展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生成式AI在教育出版中的应用现状及其潜力，探讨了二

者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及路径。研究发现，生成式AI能有效提升教育出版内容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个性化

学习需求。为实现融合发展，需关注数据内容资源、算法优化、版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

略。本研究也为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化转型中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推动教育出版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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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rapi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it has been greatly valued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Gen-
erative AI represented by ChatGPT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it exploded globally within a week of 
its laun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data, ChatGPT gained more than 1 million users in 
just one week after its launch, and its monthly active users exceeded 100 million in two months after 
its relea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generative AI-enabled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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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and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and its potential, it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t is found that generative AI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ntent and meet the demand for personalised lear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data content resources, al-
gorithm optimisation, copyright protection, etc.,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elp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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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可以被称为“AIGC 元年”，生成式 AI 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都很有成效。在 2022 年的年底，

美国 OpenAI 公司推出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爆火出圈的 AI 聊天程序 ChatGPT。这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一个显著突破，它实现了资料采集、文字内容创作以及优化等多方面的创新。同年，Midjourney 也推出。

在 2024 年的年初，OpenAI 公司又推出了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这又引起了各行各业以及出版

业界的轰动，它不同于以往的 AI 生成工具。Sora 能够基于大数据学习、模拟并智能生成符合人类认知规

律的视频[1]。在 Sora、ChatGPT、Midjourney 等生成式 AI 技术日益成熟后，教育出版与生成式 AI 的融

合发展也有了全新的动能。 
教育出版是一种新兴的出版产业，它本质作为知识服务的提供者，系统地满足读者学习的需要。传

统理解上的教育出版，主要指针对教材教辅、家庭教育、教师教育、职业培训及教育研究等教育类图书

的出版活动[2]。教育出版物涵盖教育教辅(基础、高等、成人教育以及社会培训等)和各类教育图书。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教育出版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特征。在生成式 AI 大火的境况下，各种新兴的

技术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并体现在生产效率和智能创作等多方面的新结合。目前，基于大模型生成式

AI 的崭新教育产品不断地更新迭代。例如，针对传统教辅的配套多媒体资源，针对传统教育出版机构的

跨媒体生成和交互，以及面向学生端的自主学习、智能助教等应用。 
综上，未来教育出版与生成式 AI 的融合会向纵深发展。这已经在业界引起关注，并且已经有许多

两者融合发展的应用案例。但相关的实践探索缺乏系统全面的视角，大多是新的 AI 生成技术在教育出

版的一些尝试性应用。本文将分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

和挑战。以期探究生成式 AI 引发的教育出版发展的现实影响，找到未来二者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可行

路径。 

2. 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应用与发展机遇 

2.1. 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应用 

2.1.1. 教育平台和 APP 
在校园教育领域，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的结合日益紧密，催生出众多商业化的人工智能教学产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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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就比如高教社的人工智能平台，依托出版社的大模型技术，融合了多方商业 AI 的优势，为自

己的平台业务提供网页端 AI 应用及 Paas (云计算)接口服务，涵盖智能检索、审核、对话、创作与服务五

大核心系统。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中教云联合推出的智能教辅 APP 在市场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该产

品以社内专业优质资源为核心，结合 AI 学习场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据统计，其市场规模

已达到百万量级，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 ChatGPT、Sora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渐崭露头角。这些技术的出现，不仅为教育提

供了更强大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 8 月，

百度的文心一言、抖音的云雀、百川大模型、清华的智谱华章、中科院的紫东太初等生成式 AI 大模型均

已通过审批，可向全社会全面开放，这无疑为教育出版领域的技术融合和跨界协作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

择[3]。 

2.1.2. 数字教材教辅 
粤教翔云数字教材在研发初期，广东出版集团数字出版公司对多种 AI 大模型进行了广泛探索，涵

盖通义千问、智谱清言、百川等开源模型及 ChatGPT、文心一言等闭源模型。基于此，明确了两大应用

方向：一是内部优化，如提升研发效率、内容创作(文本、图像、音视频等)、AI 题库与交互式内容制作，

以及构建内部多模态知识库以增强检索能力。二是外部产品创新，重点打造学科 AI 助手与教育出版 AI
助手。学科助手覆盖备课、授课、伴学、学情分析、评测及教研等全流程，结合粤教翔云平台的用户基

础，助力广东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出版助手则强化标引与创作辅助，依托公司数字教材教辅平台，提

升出版物的智能制作效率。这标志着生成式 AI 在数字教材教辅领域的有效应用，预示着其未来的广阔

发展前景。 

2.1.3. AI 编辑团队 
“AI 编辑室”是一个集出版流程专业能力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团队。在内容创作上，AI 画师已掌握

108 种出版风格，涵盖书籍封面、各类插图、设计素材等，能快速、低成本地生成 16 张与图书相关的图

片。它助力设计师高效打造美观、规范的封面与插图，优化版式设计与排版，提升设计品质。通过深度

学习大量设计案例，AI 能预先理解书籍主题、内容及受众，依据用户需求自动生成符合规范的设计方案，

推动出版设计智能化发展。AI 编辑团队的智能应用赋予了数字时代教育和出版的新发展与新机会。 
这些应用不仅覆盖了学校端的多个环节，如智慧校园的建设、学情分析、智能阅卷与考试测评、精

准教学以及教研支持等，还拓展到了学生个体端，如自适应学习系统、口语陪练工具、拍照搜题功能以

及智能助教等。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教学的现代化进程。 

2.2. 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发展机遇 

2.2.1. 政策方面 
据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发布，可以明确得出国家政策层面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出版领域应用

的重视和支持。该报告明确将“人工智能+”行动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并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数字教育”

的重要性。在新的政策扶持下，既有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和

产品更新。这些产品很好地适应了当下的快速发展环境，同时又满足了社会对教育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种

种需求[4]。 
在 2024 年 3 月 13 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人工智能法》。预计该法将于 2025 年初生效，2026 年

正式实施。(法律内的一些条款将会提前起效。)该法律则是对人工智能在政策制度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举措。它引领了世界范围内有关 AI 的潜在风险和影响做出的制度约束。在 openAI、微软等生成式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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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强大的背景下，该法规对生成内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保障。 
综上所述，政策层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视与支持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2.2. 技术方面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成式 AI 有望成为教育出版领域的重要技术风口。其强大的性能优势和

潜在用户需求，将推动教育出版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应用生成式 AI 技术，教育出版机构可以更加精准

地把握用户需求，提升产品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加速实现智慧教育出版的目标。这些产品通过

引入最新的算法和模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智能化水平，为学生提供了更为精准、高效的

学习体验。与此同时，基于大模型的新鲜教育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行业发展的新亮点。这些产

品充分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构建庞大的数据模型和强大的计算能力，为教育教学提供

了更为丰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它们不仅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也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学习空间和机会。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传统产品的升级迭代还是新鲜产品的涌现，都充分展示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和巨大潜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

工智能将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教育行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2.2.3. 市场方面 
强大的教育出版市场需求，这为教育出版与生成式 AI 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利好的前景。早在 2020 年，

我国的数字教育公司就新增 9.4 万家，比例接近 20%。在这样的时代下，传统的教育出版机构应该打破

原有赛道，借助需求巨大的用户市场，加快生成式 AI 和教育出版融合的进程。在未来更好地打造出满足

市场需求的智能教育产品。这也助力了二者融合发展的纵深步伐。 
综上所述，新的技术、新的政策以及新的社会关注度都为教育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的融合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3. 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困境分析 

3.1. 内容方面 

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仍在不断优化与完善的时期。它与教育出版行业的融合会面临多个现实问

题，主要由于技术本身生成内容的不确定性所引发。尽管生成式 AI 在专业性和创造力方面存在一定限

制，但其在引入教育出版领域时，很可能产生并传播错误甚至有害的“知识”，与教育出版的专业性背

离。作为一种预训练语言模型系统，生成式 AI 的算法和语料库的偏差可能导致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并

可能缺乏事实来源的内容，甚至产生有害信息。这就会引发内容的准确性问题，对教育出版的导向和教

育目标追求产生负面影响。即存在现有知识受限的因素，跟不上教育出版研究的相关领域最新和前沿的

知识成果。 

3.2. 技术方面 

目前，人工智能存在内在的技术风险。其一，可能会造成新的作弊和抄袭机制。其二，可能导致用

户隐私数据的泄露。这种生成式 AI 的技术风险主要源于自己本身的不完善。尽管 ChatGPT 的问世标志

着 AI 在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巨大进展。但由此引发的隐私泄露问题表明技术风险并未随着技术升级得以消

除，反而愈发深化和复杂化。当前，该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它能够在与用户交互的过

程中自动收集对话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处理。这就有利于生成用户喜好的答案，绘制完整的用

户画像。与此同时，信息也被详细地收集，用户的隐私安全难以保障。生成式 AI 带来的技术威胁引发了

各行各业的热议。据报道，三星电子在短至 20 天的时间里引入了 ChatGPT，却引起三起员工通过 ChatGPT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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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内部机密资料的事故。对此，三星公司声称在紧急情况下将考虑切断公司内网与 ChatGPT 的连接。

2023 年 3 月 31 日，意大利个人数据监管局(GPDP)宣布，由于涉嫌违反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

意大利的数据保护法，暂停使用聊天机器人 ChatGPT，并展开调查。这一行政措施使得意大利成为首个

对生成式 AI 采取措施的西方国家。然而，AI 工具的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

难以得到彻底解决[5]。 

3.3. 教育伦理方面 

从教育伦理方面来说，教育的本质也是思维和精神间的交流与碰撞。而生成式 AI 本身作为一种大数

据模型，它不会具备人类独有的精神文明价值观。教育知识传播的过程中离不开教育主体和受教育者之

间的互动，人工智能则存在有悖于教育伦理的问题。比方说，假设生成式 AI 的技术主体人员存在某些教

育伦理理解的偏差，那么会影响技术的开发。这就会造成教育伦理的缺陷，误导使用者。甚至会不断加

深某种错误的教育理念，这则给教育出版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教育出版的现状是追求个性化教学。

虽然生成式 AI 能够自我优化，汲取用户数据，更加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所需知识。但目前的大数据只是

固化的片面理解用户，并不能内化评估用户的潜在学习意愿等各项指标。例如使用者是否可以具备学习

中很重要的批判思维，能不能正确把握 AI 的依赖度。另外，AI 获取的用户数据集本就存在结构性不平

等和不平衡的现实问题，教育出版知识服务追求的教育公平性将无法得到保障[6]。这些问题也与教育伦

理的评价机制不符，亟需新型的教育评价方式。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的融合应当考虑能够准确评价用户

的学习效果，如何规范教育伦理。 

4. 生成式 AI 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内容优化策略 

教育出版在与生成式 AI 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应立足于教育出版的本质。坚持以优质的知识内容作为

重心，结合 AI 来助推教育出版向纵深化、个性化和系统化发展。在西方已有的人工智能法下，国家也应

该积极推出相关生成式 AI 的正式法规。据研究，于 2023 年我国为了规范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变革，打造

良好的市场生态，颁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对教育出版融合

生成式 AI 发展做出了政策内容的指引。为了使得生成式 AI 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出版，应进行生成内容策

略的优化。要做到扩大 AI 教育出版知识服务的应用领域，生成式 AI 要持续改进和完善预训练模型。在

涉及思维训练、助学服务、教研辅助、智慧管理等应用场景中，全面动态的实践数据和事实材料需要被

提供给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后台数据库进行使用。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需要构建标准

化的输入框架和输出模板。并在实践中进行多次的反复预训练，以达到自动生成符合用户要求内容的目

标。面临实际应用里介于版权、资源不充分等问题，AI 相关企业应具备合成数据的能力，来解决有效数

据材料获取的难题。合成数据的应用既能够自动创建和生成现实世界中难以采集或无法采集的场景数据，

也能够提高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诸多学习场景中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其高效、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特点

使合成数据对 AI 生成内容产业的前景具有积极的助力作用。并且据美国数据公司分析，至 2024 年，将

有百分之六十的合成数据来训练 AI。而这可能对于用户的隐私保护来说是有利的方面。 

4.2. 技术规范策略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应该根据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的需要，培养相关的专业人

才，提升其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实际应用效果。在 AI 不断更新升级的场景下，数据标注是能够提升机器学

习能力的保障。虽然生成式内容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自我升级完善，但其想达到与教育出版领域的内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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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服务准确性和相符性一致，则需要进行更细致和客观的数据标注。在文本数据得到准确标注后，版权

侵权相关问题也能得到缓和。智能化的自适应教学与评估系统，是教育出版与人机混合增强智能融合的

一种模式。自适应学习，是系统通过计算机算法协调与学生的互动，在学、练、测方面为学生提供定制

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以满足每个学生独特需求的教育方法[7]。在技术变革的未来，如果想阅读某本名

著，读者发布命令与要求，生成式 AI 就可以生成相关的文字、人物介绍、同名电视剧精彩片段以及沉浸

式 VR 等内容。这就需要技术不断探索，加快智能技术的优化。在 2022 年的 7 月，数字内容智能分发技

术创新中心成立。该项目由相关的技术企业和出版机构共同创办，在两者的强有力结合下，共同发展进

步。同时，规范技术应用，开发融合技术的智能分发平台，创新相关的运行模式，打通跨界合作渠道。 

4.3. 伦理治理策略 

在教育伦理方面，应该在结合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有效进行技术开发阶段的伦理治理。生成式 AI 与
教育出版的融合离不开市场的广泛应用，更离不开教育伦理的遵循。教育的本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

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受教育者要充分培养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教育不是一味地单向输出过程，更应该

是双向的沟通共鸣。因此这就需要生成式 AI 的技术开发人员遵循教育伦理规制，规避自身潜在的认知偏

差。介于从事人工智能科研工作，承担科研开发工作的中坚力量，缺乏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和培训，

这个问题应给予相当的重视。为了确保人工智能教育出版知识服务的科研开发人员能够承担起具有远见

卓识的道德责任，科研机构有必要将教育伦理原则转化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并建立一套系统

化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技术解决方案，以进行专业化的教育伦理培训。根据目前生成式 AI 的算法机制，未

来应该不断优化升级，真正做到算法运作的客观公正和可溯源。相关的技术供应商应该做到满足消费者

在使用教育服务时明晰个人信息采集应用的实际用途。 

5. 结语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生成式 AI 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应用及其影响。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其在教育出版中的应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生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现状

及其在教育出版中的应用案例，明确了研究问题的背景和重要性。我国 AI 正处于上升的发展道路上，教

育出版与生成式 AI 的融合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整体来看，面临着内容、技术和教育伦理方面的难题。

本研究针对这些方面提供了可行的解决路径，为两者未来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通过优化生成

式 AI 在教育出版中的应用路径，以促进教育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例

如，数据分析的广度还有待提高，对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和技术的了解也有待加深。未来，希望学界业

界能够完善深入这一领域，以期生成式 AI 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出版，两者融合的发展道路愈渐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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