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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问题以及对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风险等。[5]面对

这些风险，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技术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

合，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教育的辅

助工具，而非取代人的角色。同时，建立健全的法律法

规和伦理准则，保护学生的隐私权和个人权益，促进技

术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只有在充分认识

和应对风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实现教育的公平、普及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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