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理念　　Qianwei Linian

４６　　　　　 前卫 　２０２４．２２

ChatGPT类智能技术融入高校网络育人的
风险挑战与防范对策研究

●杨洪涛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ChatGPT类智能系统在高校网络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ChatGPT类

智能系统为教学模式带来了多样化的支持工具,推动了教育方式的深刻变革.然而,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人

工智能的普及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ChatGPT类技术的应用,使学生在学习中愈发依赖于智能工具;AI
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存疑;同时还存在信息过滤和潜在偏见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应建立智能技

术的使用规范,确保其在教育中的合理运用;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提升其甄别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完善

AI生成内容的审查机制,确保内容的质量与公正性.如此,高校将在减少风险的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

教育的有效融合,保障教育的公平性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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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ChatGPT 类基于大规模语言模型的智能技

术，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逐步渗透到

高校网络育人的方方面面。 从自动化答疑到个性化学习推

荐，AI技术的应用，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高

效性。 然而，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并非没有代价。 人工智

能在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学生对

AI工具的过度依赖、AI生成内容的质量可靠性，以及潜在

的偏见和信息过滤等问题。 如何规避这些风险，以最大程

度地发挥 AI在教育中的正面效应，成为教育者和政策制定

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文将探讨ChatGPT类技术在高校网

络育人中的挑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助推智能

技术在教育领域实现健康发展。

ChatGPT类智能技术融入高校网络育人的风险挑战

(一)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削弱了自主学习能力

随着ChatGPT类智能技术在高校网络育人中的普及，

学生逐渐形成了对人工智能的高度依赖。 AI工具的便捷

性，使得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时，会选择依赖其快速生成答

案，而非通过独立思考或查阅资料来解决问题。 长时间的

依赖，逐渐剥夺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动力。 自主学习，

是教育目标中的重要部分，要求学生通过积极探索与反思，

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然而，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逐渐消

解了学生面对复杂问题时自主分析、推理的能力。 对于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来说，技术依赖性使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变得

过于依赖 AI的自动化输出，而忽视了深层次的知识探讨与

自我反思。 长此以往，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就会遭到削

弱，尤其在面对需要多方验证与复杂判断的学术问题时，其

独立思考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

(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

尽管ChatGPT类智能技术在高校网络育人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但其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准确性仍难以得到完全保

证。 AI系统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生成内容，虽具有极强

的语言生成能力，但在一些专业领域的深度知识传授上，AI

仍无法达到专家级水平。 在某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中，AI生

成的回答存在信息模糊或缺乏逻辑严谨性的情况，这对于依

赖 AI工具开展学习的学生而言，易出现对错误信息的接受

与传播。 特别是在面对跨学科或高难度的学术问题时，AI

的局限性愈发凸显。 AI的知识库主要基于已有的数据进行

推演和生成，但这些内容未必经过专家验证，可能会产生不

准确的学术结论，误导学生的理解与学习。 在高校网络育

人中，若学生过于依赖这种内容生成工具，而忽视对信息来

源和质量的辨别，将最终影响其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的质

量。 学生应意识到，AI所生成的信息并非始终可靠，尤其

是在面对学术研究时。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必须经过多

方验证与深思熟虑。

(三)智能技术加剧了学生的信息筛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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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类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获取方

式的深刻变化。 AI在提供学习资源时，通常会基于学生的

历史行为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以提高学习效率。 然

而，这种算法驱动的内容筛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信息筛选

偏差。 学生所接收到的信息多为符合其既有兴趣和观点的

内容，而排除了不同视角或挑战性的信息，容易造成学生对

某一知识点的认知片面性。 当学生仅依赖这种筛选出的内

容时，便会陷入信息“回音室效应”，即只能接触到与自身

认知一致的资料，而忽视对不同观点的反思和接纳。 这就

导致学生的知识面变窄，同时批判性思维也随之受到压制。

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中，学术讨论本应是多元化的，而过度依

赖智能技术，会带来信息筛选偏差，限制学生对问题的全面

分析和深入思考。 由此，学生的学术视野和思辨能力将受

到影响，难以形成全面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ChatGPT类智能技术融入高校网络育人的防范对策

(一)制定合理的智能技术应用规则和使用标准

随着ChatGPT类智能技术在高校网络育人中的广泛应

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使用规则和标准，以提升

其在教育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首先，必须设计清晰的使

用指南，明确 AI工具在高校教学中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局

限。 这些使用标准应由教育管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以

及学科教师等多方共同设置，以使其既符合教育的核心目

标，又能有效防止技术的滥用。 高校可成立专门的技术使

用委员会，负责制订 AI技术的使用规范，并对其进行持续

监控。 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使用

ChatGPT类智能技术，规定不允许学生将 AI作为唯一的答

案来源，而是应通过自主思考和查阅资料来解决问题，同时

利用 AI技术进行辅助验证和知识拓展。 例如，教师可设计

任务或课堂讨论，要求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同时使用

AI生成内容进行对比与补充，从而避免学生对 AI的过度

依赖。

同时，对于技术的伦理性和安全性问题，必须提出明确

的规则，以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符合学术道德和法律法规。

AI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存在一定偏见、不准确或错误信息，

甚至还可能涉及侵犯版权、泄露隐私等问题。 因此，高校

需要特别强调，AI工具的使用不得违反学术规范和伦理要

求。 特别是，ChatGPT类技术不应被用来生成有学术不端

行为的内容，如抄袭、数据伪造等。 此外，所生成的内容

需经过严格的人工审核和技术审查，以保证其信息的准确性

和合规性。 这一过程应得到高校伦理委员会的参与和监

督，保障每一条规定都具有法律依据，并跟随技术的发展及

时更新。 在此体系下，也必须明确划分教师和学生的责

任。 教师要引导学生合理利用 AI工具，避免其成为依赖的

来源；学生则应恪守学术诚信，严禁将 AI生成的内容视为

个人原创。

(二)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教育

在ChatGPT类智能技术融入高校网络育人的过程中，

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教育是应对技术风险的重

要策略。 批判性思维作为分析和评估信息的能力，在智能

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尤为重要。 学生如果没有具备足够的

批判性思维，将会对 AI生成内容产生盲目依赖，忽视对信

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质疑。 为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首先应调整高校课程体系，特别是加强信息技术、哲

学、语言学等学科教育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课程内容应

帮助学生认识到智能技术在生成内容时的局限性，理解人工

智能与人类认知的差异，从而让学生逐步养成对 AI生成内

容的深度思考与自主判断能力。 具体来说，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应不仅传授 AI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还应组织

学生对 AI生成内容的优缺点进行批判性分析，识别其中的

偏见和误导。 在此过程中，学生将学会如何对技术产生的

输出提出质疑，而非盲目接受。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实现，除了课程内容更新外，还需通

过教学方法的创新来加强。 教学方法的设计须能激发学生

的思维深度，培养其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教师应采用引

导式讨论、辩论、案例分析等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鼓励学

生在课堂上主动思考，提出问题并开展深入探讨。 通过辩

论，学生可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学会如何发现 AI技术在

应用中的潜在问题及其影响。 例如，学生可就 AI在各学科

领域的应用展开讨论，探讨 AI技术可能带来的偏见、误

导，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此外，教师还可结合实际

案例，引导学生分析 AI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帮助其理解

AI生成内容的局限性。 如此，学生将增强对智能技术的批

判性认知，学会如何对生成的信息进行质疑和验证，而不再

过度依赖技术。

此外，信息素养教育也是提高学生辨识信息能力的关键

一环。 在智能技术深度融入高校网络育人的背景下，信息

素养已成为学生必备的能力。 其不仅涵盖信息的高效获

取，还包括信息的评估、分析、应用及传播等多重维度。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若没有较强的信息素养，将难以在

AI生成内容的海洋中识别其准确性与可信度。 因此，高校

应及时推进信息素养教育，教授学生如何判断信息来源的可

信度，并帮助其系统掌握使用 AI工具提升学习效率的技

巧。 高校应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如信息检索、数据对比

与验证等，以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提高信息甄别的能力。

例如，学生对比 AI生成内容，发现其中的偏差与错误，并

运用多元化验证手段进行核实。 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还提升了其对信息的分析与处理能力，有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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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泛滥的时代维持清晰的判断和独立思考。

同时，信息素养教育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让学生意识

到信息背后潜藏的偏见与立场。 在 AI生成内容的环境下，

算法依赖历史数据进行学习。 因此，AI生成的内容往往不

可避免地会带有训练数据的偏见或错误。 高校应加强这方

面的教育，提升学生对数据分析、算法偏见等问题的敏感

度，让其理解这些潜在的偏差如何影响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同时，学生也应学会通过多样化信息来源进行交叉验证，避

免过度依赖单一渠道，从而导致思维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要通过理论课程加以实

践，并通过跨学科的融合与实际操作来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信

息多元性的认知。

此外，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教育的实施，不能仅限于

课堂内的教学，高校还可借助社会实践的力量，提升学生的

综合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 高校可与行业、企业的合作，

让学生参与到与 AI技术相关的实际应用项目中，从中积累

经验，并与专业人士共同探讨技术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在

此过程中，学生将了解 AI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手段，

从而更好地识别和分析技术可能带来的偏见与误导。

(三)建立完善的 AI内容审核机制和反馈机制

在高校网络育人体系中，ChatGPT 等智能技术的深度

融入带来了诸多变革。 为确保其健康发展，高校必须建立

有效的内容审核和反馈机制。 首先，高校必须构建完善的

AI内容审查框架，以对智能技术生成或推荐的内容进行严

格审查。 这一机制不仅需要涵盖学术研究、教学资源和学

生活动等领域，还要确保内容符合学术规范与教育要求。

例如，学校可设立专门的审核小组，涵盖信息技术专家、学

术委员会成员和教学管理人员，负责定期检查 AI生成的教

学材料和学生作业。 审查工作应覆盖内容的准确性、科学

性和学术诚信，杜绝学术不端、抄袭、误导性信息，以及低

质量的学术观点，从而为学生提供符合标准的学习材料。

AI内容审查机制的实施需要立足技术工具与人工审查

相结合的模式。 高校可利用文本分析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算法及人工智能检测工具，对 AI生成内容进行多层次审

查。 例如，使用 AI算法检测内容的原创性，防止抄袭或剽

窃；通过算法检验内容的逻辑性和科学依据，确保生成的学

术信息严谨无误。 此外，人工审查还可弥补技术审查的盲

点，关注细节，确保无遗漏关键要求。

完善的反馈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高校应为学生、教师

及管理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渠道，以便其对 AI生成内

容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 当内容质量出现偏差时，高校应

迅速回应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反馈机制不仅应具备高

效性，还要确保所有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从而在审查过程中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高校应设立专门的反馈平台，方便

师生提出意见，并使这些反馈得到迅速处理。 这一机制的

建立，有助于提升 AI生成内容的整体质量，加强高校对智

能技术应用的监督，推动技术在教育中的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

结束语

随着ChatGPT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高校网络

育人中的应用潜力逐渐显现。 然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一系

列问题，如学生对技术的依赖加重、信息失真，以及内容筛

选偏差等。 本文探讨了这些潜在风险，提出了针对性的防

范措施，强调了完善管理规范、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加强技术审查机制的必要性。 通过实施这些策略，高校将

更有效地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 在未来教育创新中，如何合理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教学效果、优化教育模式，是高等教育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１]詹议．AI背景下 NLP模型在高校网络育人研究中的应用[J]．

科技创业月刊,２０２３,３６(S１):１３８Ｇ１４１．

[２]周晔,张旭．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J]．北京教育(高教),２０２１(１１):４７Ｇ４９．

[３]王远哲．新时代高校网络育人体系的机遇与挑战探究———以

河南工业大学为例[J]．河南教育(高等教育),２０２１,(０７):２４Ｇ２５．

[４]刘悦,张秀梅．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现代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对策

研究[J]．中国轻工教育,２０１９(０３):５２Ｇ５８,７２．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２０２３年度一般课题项目,项目名

称:ChatGPT类智能技术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伦理风险及

防范对策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３YB１３２.

作者简介:

杨洪涛(１９７９－),男,汉族,山东潍坊人,博士,副教授,潍坊科技

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