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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观    察

在人工智能教育中要加强伦理学教育
文 _ 熊　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进计算机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全国各地各种行业、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教育会议应接不暇。

在青少年科技教育领域，无论是各地中小学的科技教师、信息技术教师、通用技术教师，还是各种各

样的课外活动辅导员，开展创客教育或者机器人教育等活动，都会涉及到人工智能教育的内容，非常

有必要讨论一下人工智能的问题。首先从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谈起，然后落到人工智能教育上。

《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工智能教育的本是什么？无

论是信息技术还是通用技术，一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容目标，有本才有道！

长期以来，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一直在教学生按步骤的操作、重复的实践和机

械的劳动，许多教育管理者对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解就是在教简单的打字或者录入，

在教一个平台或工具的使用，或者教学生编程，这些严重偏离了信息技术教育所承

载的信息素养教育功能。随着 3D 打印、机器人、人工智能的热点不断出现，学校

纷纷利用这些器材开展讲授式教学或体验式活动。其本到底是什么？上述那些东西

承载不了信息素养教育。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虽然科学就在

那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如果继续讲 3D 打印，讲步骤操作，讲平台使用，那

就一直在门外，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育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要有其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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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是国

家意志的体现。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要与国家重大战略对

接，信息科技教育目标要体现这些国家战略，2006 年的互

联网战略、2010 年的物联网战略、2015 年的互联网 + 战

略和大数据战略、2017 年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最近的

区块链战略，都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广大教育工作者能

否代表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信息科技教育的目标是否体现这些国家战略，关

系到未来 30 年中国的下一代能不能使中国更加富强。立德

树人和素质教育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根本教育问题。我们

说核心素养包括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人文素养是关心人

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人的尊严；科学素养是用

科学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人文素养、

科学素养，信息的价值、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信息社会

责任等无法涵盖在内，所以必须有信息素养。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应该有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以及信息社会责任。如图 1 所示，

外面的大圈是通常概念上的科学，科学的理念和现在定义

的人的素养是一致的。信息技术课是一门科学课，但我们

现在的教学并没有体现科学学科的目标。图 1 中的内圈是

中小学信息素养未来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形成信

息意识，能够判断信息的价值和真伪；发展计算思维，会

思考；树立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精神；践行社会责任。

今天信息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和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必须对信息意识有足够的重视。信息技术一定要转变

为信息科技。普通高中的课程现在叫信息技术，未来中小

学应该叫信息科技课程。课程的实施一定要从知识教育转

到素养教育。信息技术是一门科学课，有独到的育人价值。

例如，有无信息素养、信息素养高或低的人，明显在从容感、

幸福感、危机感、责任感上存在差距。在中小学，信息技

术课程应该和其他课程一样具有同等地位。普通高中信息

技术课程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码农”。普通高中的教育

一定是要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大学的预科班，这就是素

质教育。课外科技活动也不等于信息技术课程，二者不能

互相取代。

今年 5 月，世界人工智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人工

智能是个独特领域，它刚刚普及就严重渗透到教育领域中，

这是一个促进教育公平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直面它，

则将会被历史的潮流掀翻。

人工智能教育还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伦理教育。

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中，包括了人

工智能的内容：小学 4 年级在科学与技术领域里涉及，让

学生体验身边的人工智能；初三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不

再是以前的大学讲计算机原理，中学讲计算机原理初步，

小学讲计算机原理入门的简单划分。信息素养的培养要落

实到每一门课程、渗透到每一节课中。比如，教授小学 1

年级语文听说读写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妈妈发短信，

我拿手机点个赞，或者妈妈发张照片，我回 1 朵花，它们

算听说读写的哪一样？技术发展到今天，传统的听说读写

远远无法满足联系实际生活开展教学的需要，听说读写后

面还应有个“show”，这样才能够将发照片、发符号、点

赞都囊括进去。从小学 1 年级开始，包括其他课程，都应

顺应时代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改变，加入多媒体等交流方式。

科学与技术当中，要让学生理解未来的社会除了人

与智能，还有人工智能。人与人工智能怎么相处？自从

AlphaGo赢了李世石以后，人类再没有机会在围棋上翻盘。

别的行业呢？当人工智能足够强大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什

么样的形态？我们的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有什么

样的信息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是教育需要关注

的东西！

讲到人工智能就应该讲其科学本质，讲其对社会的影

响，再讲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人工智能不能忽略伦理

教育，人工智能要参与到判断、综合和决策过程当中，并

不是简单地加强大脑，而是在超越大脑。现代战争中，需

要有人传递情报，但是其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人类在作

判断的时候一定有情感价值观的影响，这是伦理道德约束，

人工智能则没有。教育是要人们善良、正直、公平、正义。

我们的教育要告诉孩子扬善惩恶，崇正黜邪，彰善瘴恶，

趋吉避凶。如何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的伦理问题一定不会一成不变。技术在发展，伦理就

在发展，它需要不断地完善，所以这个过程一定要有一个

健康的目标。学校应该是人工智能教育的主渠道，应该将

人工智能教育纳入课程体系，要有明确的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和学业质量要求。所有的教材要保证科学性、严谨性

和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