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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2年11月30日，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

室 OpenAI 上 线 发 布 的 全 新 聊 天 机 器 人 模 型

ChatGPT火爆全网，其在上线后短短 5天内便吸引

了超过百万用户，这是社交媒体平台Meta用了 10
个月、流媒体平台Netflix用了 3年才达到的成绩
（Hurst，2022）。ChatGPT可以针对用户输入的内容

生成更自然的响应文本，允许用户与其就任何事情

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其敢于质疑、承认无知、支持

连续多轮对话与上下文理解等特性吸引了大量教育

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关注。

一些研究者认为 ChatGPT 将加速教育变革。

“有了ChatGPT，教育可能永远不一样。”（Euchner，

2023）“ChatGPT如果使用得当，将是一种强大的教

育工具。”（Rudolph et al.，2023）也有学者指出，

ChatGPT 成为了抄袭和作弊的利器（王树义等，

2023），滥用ChatGPT可能会对学术公平性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朱光辉等，2023）。那么，ChatGPT会如

何改变教育呢？它到底是教育的“阿拉丁神灯”还

是“潘多拉魔盒”呢？面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教育工作者该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此类新技术的出现

呢？本文拟结合各界对ChatGPT的应用与探索，尝

试探讨其在教育中应用的潜能与限度。

二、ChatGPT的实质：AIGC的突破性落地

从内容的创作者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内容生产

形态目前为止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专业生

成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用

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和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AIGC），

具体如表1所示（王诺等，2022）。

专业生成内容（PGC）是Web1.0时代主要的

内容生成模式，主要通过鼠标键盘的操作进行专业

内容分享，创作者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

士，分享内容具有专业化、垂直化与权威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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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新等，2022）。此阶段依赖静态和动态HTML网

页技术，以静态单向阅读为主，用户仅是被动参

与，难以产生交互和新内容的创作。Web2.0 时

代，互联网内容生成由专家主导转向用户主导模

式，即用户生成内容（UGC）。这一阶段创作权由

专业人员让渡给普通用户，用户既是内容受众，也

是内容的创造者和发布者。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

自主创作需要的内容，分享内容也更加多元化、个

性化、民主化和创新化。此阶段以 Blog、SNS、
RSS、Wiki等社会性软件的应用为核心，由六度分

隔、XML、AJAX等新理论和技术支持展开。目

前，互联网已逐步迈入Web3.0时代。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改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和 自 然 语 言 生 成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NLG）方法，依据用

户某些词语或句子自动化生成满足用户需求的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AIGC）模式，已成为Web3.0时代

内容生成的重要方式。相较于PGC和UGC，AIGC
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机器创作

内容，具有大模型、多模态、可控制和虚实共生等

特征（李白杨等，2022）。AIGC被认为是推动元宇宙

发展的加速器。

ChatGPT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型语言对话

模型，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首次

采 用 从 人 类 反 馈 中 强 化 学 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RLHF）的方式，具

有根据用户反馈改进输出结果的能力，并会根据用

户反馈持续化更新和学习，实现与真实对话无异的

交流（Shen et al.，2023）。同时，ChatGPT采用了注重

道德水平的训练方式，这使它具备了能判断不怀好

意的提问和请求的能力，并能对它们“说不”（Tate

et al.，2023）。OpenAI（2022）称，平台提供的对话模

式令ChatGPT可以“回答后续的问题、承认自己的

错误、挑战不正确的前提与拒绝不恰当的请求”。

从技术层面看，ChatGPT属于AIGC应用，是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技术

（Machine Learning，ML）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应用
（George et al.，2023）。但从创作层面来说，ChatGPT
不仅可以自动化生成内容，还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

输入内容，生成用户内容和专家内容。ChatGPT基

于GPT-3.5大型语言模型家族，结合监督学习和强

化学习技术进行微调，拥有 1750 亿个模型参数
（Hirosawa et al.，2023），能够以更接近人类思考的方

式参与用户查询过程，并可以模拟多种人类情绪和

语气，根据上下文和语境提供恰当回答，优化了

GPT-3 回 答 中 看 似 通 顺 但 脱 离 实 际 的 问 题
（Taecharungroj，2023）。作为一个低门槛、高效率的

文字内容生产工具，ChatGPT被认为将在智能客

服、虚拟人、游戏、教育等领域获得更大落地，这

对于传统的内容生产形态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三、赋能创新：ChatGPT教育应用的潜能

ChatGPT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成为互联网上

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应用之一。教育研究者和工作

者也纷纷就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与影响

展开探索与讨论。有学者认为，ChatGPT具有非常

强大的信息搜索与整理能力，能为学生的疑问提供

更丰富的答案，并允许学生使用自然语言找到他们

所需要的学习资源，这将有望彻底改变基于互联网

的信息搜索方式（Aljanabi et al.，2023）。它可以成为

一个很好的AI助教，在短时间内帮助教师和学生

制定课程计划、生成不同级别的问题列表；也能作

为智能助理与秘书，辅助学生完成学术论文、程序

和 测 验 等 （ 储 舒 婷 ， 2023）。 Zhai （2023） 通 过

ChatGPT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利用其完成了一篇

题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ducation》的学术

论文，发现ChatGPT能协助研究人员完成一篇连贯

的、部分准确的、内容丰富的论文。他还将

ChatGPT应用于科学学习中，并提出四项具体的应

用范式：开发自动评估项目、评估再反馈、个性化

学习指导与特殊需求的制定。Rudolph等（2023）探

索了ChatGPT在高等教育中的可能应用，包括为教

学引入创新性评价、创新教学策略、提供实验与经

表1 互联网内容生产形态的比较

维 度

互联网形态

创作者

工作原理

主要特征

技术支持

典型场景

专业生成内容
（PGC）

Web1.0
专业人士

静态和动态网
页技术

专业化、垂直
化、权威化

网络技术

个人电脑、文
件传输协议

用户生成内容
（UGC）

Web2.0
互联网用户

六度分隔、XML、
AJAX
多元化、个性化、
民主化、创新化

交互技术、网络
及运算技术

移动互联网、社
交软件

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AIGC）

Web3.0
人工智能

自然语言处理
和生成

大模型、多模
态、可控制、虚
实共生

计算机视觉技
术、多模态技
术、机器学习技
术等

区块链、元宇
宙、全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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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学习、促进协作学习与团队合作等。

依据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基本取向和

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王春丽，2022），本文将

ChatGPT在教育中的可能应用划分为 5个方面，如

图1所示。

1.提升教学成果的完成度与创意感

ChatGPT与教育的结合，能为学生的论文、作

业、测试等提供支持，减少一系列重复性工作，激

发生成具有创意感的内容（杨欢等，2022）。一位五

年级教师 Piercey分享了其利用 ChatGPT将一名学

生创作的故事重新组合成童谣、连续剧、儿童读物

的过程（ED TECH，2022）。他详细解释了ChatGPT
如何潜移默化地在一个五年级学生创作的简短故事

中添加你想增加的元素，例如机器人、随机角色

等，从而构建出更丰富的故事。他认为ChatGPT的

出现为趣味性的课堂增添了可能性，为学生提供了

一些非常独特的范例，学生能学会如何将写作内容

描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

ChatGPT不仅能创造出一段写实的故事、一篇

精彩的文章、一首优美的诗，还能对写作类和编程

代码类作业进行辅导。在写作方面，ChatGPT通过

写作提示能鼓励学生更加深入地写作，提高其批判

性思维。并且，ChatGPT能使学生认识不同的写作

体裁与风格，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克服写

作时的畏惧感。在辅助编程方面，ChatGPT可以为

学生自动生成所需代码，促进学生将精力聚焦于更

具有创造性的创意上。

2.增强数字导师的角色感与互动性

ChatGPT可以为学生分析、整合已有知识，并

提供智能虚拟辅导与服务，使学生获得个性化的回

答和反馈（Qadir，2022），可以作为学生互动学习、

语言翻译与论文评分的数字导师。

首先，在ChatGPT的支持下，学生能够以对话

方式与虚拟导师进行互动。有研究表明，基于生成

式的会话代理可以为学生学习第二语言提供有效的

支持，进而提升语言表达能力（Chang et al.，2022）。

其次，ChatGPT可以翻译不同的语言，能为虚拟教

师提供教学材料，为学生第二语言学习提供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基于数据集训练的生成模型能够为

学生提供准确的翻译结果（Wu et al.，2016）。再次，

ChatGPT的数据模型能够精准地识别论文的主要特

征，可以为学生的论文评分，使教师能有更多时间

来专注于教学其他方面，从而减轻教师的压力。

国外学者Omar等（2022）尝试使用ChatGPT强

大的语言模型吸引和教育学生。他们分享了

ChatGPT作为数字导师如何训练学生语言技能和沟

通技能的详细做法。例如在英语课程中，可以将

ChatGPT作为对话伙伴，来练习学生的口语、听

力、阅读和写作技能，鼓励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加

深学习印象；在历史课堂中，ChatGPT可以针对一

图1 ChatGPT在教育中的应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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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主题，从各种不同角度为学生提供相关材

料，从而帮助学生更加开拓性地思考与讨论。可

见，ChatGPT能在教与学中扮演数字导师角色，锻

炼学生多方面的技能（Khan et al.，2023）。

3.提高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易用性与精准度

ChatGPT能自动化辅助学生多项任务。“与

ChatGPT对话，它会记住你所回复的内容，并且如

果你不喜欢它回复的内容，你可以拓展、精炼回复

的内容，甚至可以要求它以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进行

回复。”（Alshater，2022）因此，ChatGPT可以被用

来创建自适应的学习系统，其模型能自动化理解用

户输入的任务，并相应地调整自身输出内容的难

度，自主化适应学生学习。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的

进步和表现来调整自身教学方法，进而更有效率地

完成教学目标。这无疑提高了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易

用性与精准度，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便利。

同时，ChatGPT还可以为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提

供自适应服务，有助于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和包容

性。例如，ChatGPT可以为有阅读障碍的学生提供

有声文本的朗读以及自动化的学习方法推荐，进而

缩小数字鸿沟，创建学生学习方式的新样态。

4.促进教学策略与方式的智慧化与创造性

ChatGPT不仅能为学生带来便利，还可能引发

教学方式的变革。ChatGPT可以创新教学策略，促

进协作学习与经验学习。

首先，ChatGPT可以结合不同的教学方式，如基

于游戏的教学、基于项目的教学等，通过不同方式赋

能智慧化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习的投入度和体验

感，让学生获益。它还能便捷地帮助教师布置随机

的教学任务，生成不同级别且富有创造性的教学问题

与答案，使教学策略和方式升级（Topsakal et al.，

2022）。已有研究在课堂中借助ChatGPT实施翻转课

堂、智慧课堂等教学方式，发现其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Rudolph et al.，2023）。

其次，ChatGPT可以帮助教师制定教学计划、

对教学内容进行排序，并生成课堂问题，为教师节

省大量寻找教学灵感的时间，这对于新手教师是非

常有用的。教师借助ChatGPT，可以使用自然语言

轻松地创建定制课程、测验和其他学习材料，显著

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效率 （Pfeffer et al.，2023）。

如此一来，教师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打造

更优质的教学，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

最后，在适当教学策略的辅助下，ChatGPT还

可以作为不同场景的学习手段，使学生分小组协作

解决对应问题，进而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让学生

在体验中成长。

5.支持教学反馈与评价的生成性与个性化

教学反馈与评价是教学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有

效的反馈能促进学生的理解，保证学习效果
（陈明选等，2018）。ChatGPT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学习

指导、开发自动评估项目与评价再反馈。

首先，ChatGPT通过有针对性地提供学习资

源，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获得必要的知识

和技能。已有研究表明，ChatGPT及类似聊天机器

人在个性化的学习指导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能

进一步改善学习效果（Aljanabi，2023）。其对话功能

可以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并提供符合不同年

龄段学生知识理解水平的、量身定制的解释。

其次，ChatGPT可以协助教师生成个性化的教

学评估项目，使教学评价走向公平化。例如，有研

究通过ChatGPT开发了一个与中学生生活现象相关

的评估任务来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包括标题、方

向和评估标准，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验证了此评

估项目的有效性（Zhai，2023）。

再次，ChatGPT不仅能协助评估和报告学生的

学习表现，还能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准确分析，

并与家长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在人类反馈强化

学习（RLHF）机制支持下，ChatGPT可以实现对

教学评价的再反馈，甚至能分析学生对教学评价的

反应。有研究尝试将一篇文章输入ChatGPT并要求

它提出改进建议，发现ChatGPT作出的回应又快又

准确，且还可监控和支持学生完成所有修改
（Frieder et al.，2023）。

四、潜在风险：ChatGPT教育应用的挑战

也有一些学者对ChatGPT在教育中的使用表示

担忧。Alshater（2022）认为ChatGPT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包括对数据的质量存在依赖性、有限的知识

领域、伦理问题、过度依赖技术与存在误用的可能

性等。Baidoo-Anu等（2023）也认为，在教育中使

用 ChatGPT可能存在缺乏人类的互动、有限的理

解、训练数据存在偏差、缺乏创造力、缺乏上下文

的理解与泄露隐私等问题。Qadir（2022）还提出，

ChatGPT和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一样可能会存

在偏见，甚至产生和传播错误信息，并引发一系列

伦理问题。当下教育领域最担心的是ChatGPT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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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或作弊，从而有损教育公平。

总的来说，虽然ChatGPT在教育中的应用具有

很大潜力，但也存在学业诚信遭质疑、师生过度依

赖、信息传输不准确、伦理风险难应对等风险与挑

战，如图2所示。

1.学业诚信遭质疑，评估机制失平衡

ChatGPT能在多门学科中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提高教学成果的完成度与创意感，但随之而来也

引发了学者们对学生学业诚信的担忧。有研究者提

出，ChatGPT可能会帮助学生实施作弊，使教育评估

机制失去平衡，导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Cotton et al.，

2023；Ventayen，2023）。有研究者通过测试ChatGPT与
真实考生在大学开放性考试中的作答结果后表示，

ChatGPT的推出可能导致在线考试和开放性考试学术

诚信的终结，因为ChatGPT的考试答案展现出了高

度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在很少的输入下生成

高度逼真的文本，使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成为可能
（Susnjak，2022）。此外，教务人员也表示很难区分学

生和 ChatGPT生成的写作内容，并且当学生使用

ChatGPT回答问题时，教务人员很难充分评估学生的

真实理解水平。因此，这可能导致已有教育评估机

制的失效（Cotton et al.，2023）。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人工智能负责人Kay Firth-Butterfield表示：学生提

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将影响其自我能力的提升，

因为“这种行为好比是一个工作机器”。而且，教育

领域对人工智能工具的反应是缓慢的，防止其带来

的风险需多次尝试和反复调整才能准确实施
（Pomeroy，2022）。当学生依赖人工智能产品，将创作

的主权移交给AI后，学生又能在教育中学到什么

呢？我们又如何掌握学生的真实水平呢？这对学业

诚信检测与评估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过度依赖生沉迷，教师地位恐弱化

诚然，ChatGPT和其他内容生成类模型能为学

生提供互动学习，让学生在互动中受益（Baidoo-Anu

et al.，2023）。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与模仿人

类情感行为的虚拟导师互动的学生学习效果更好
（D’ Mello et al.， 2014）。但是，学生在多次使用

ChatGPT后，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依赖心理。尤其在

多次使用其协助完成学习任务并获得较好的成绩

后，学生很可能沉迷于其效果。因智能工具产生依

赖进而养成惰性心理是有先例的。如早前多有报道

学生依赖作业搜题工具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的问

题。过度依赖在线工具可能降低学生的创造力，使

其将节省的时间转移至与学习无关的方面。同时，

强大的人工智能辅助工具也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教师需具有较强的知识对错辨别能力，

特别是在备课环节能做到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周洁

等，2022）。而且，ChatGPT的过度使用也可能威胁教

图2 ChatGPT教育应用的风险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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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课堂中的地位，导致学生在课堂中不专心听

讲，而将解决课后任务的希望寄托于 ChatGPT。
ChatGPT确实让知识获取更加容易、作业反馈更加便

捷、学习模式更加多样，还能帮助教师节省文书工

作、评分测验等，但如果师生不能适应ChatGPT带

来的变化，其将带来怎样的后果，还不得而知。

3.信息传输不准确，知识水平受限制

尽管ChatGPT很像传统的搜索引擎，可以快速

提供大量、丰富的学习信息，但其信息的准确性还

无法保证。纽约市教育局就对ChatGPT向学生传达

的信息表示了担忧，特别是对其答案的安全性和准

确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还担心使用ChatGPT会导致

年轻学生变得自满，致其缺乏评估信息的必备技能
（Hsu，2023）。OpenAI（2022）也承认，ChatGPT有时

会回复看似合理但不正确或荒谬的答案，因为：

（1）在反馈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训练期

间，没有真实的信息来源；（2）训练模型较为谨

慎导致它会拒绝可以正确回答的问题；（3）监督

训练误导模型的回答。而且，ChatGPT对学生输入

文本的调整或多次输入相同文本十分敏感。例如，

在ChatGPT中输入想要询问的问题，ChatGPT可以

声称不知道答案，但稍作改写就可以回答出正确的

答案。正因如此，教学中使用ChatGPT时，必须是

精确询问的文本。教师与学生并不能完全信任它。

还有研究者指出，OpenAI上线 ChatGPT时，其训

练模型的数据受制于 2021年，对 2021年之后的世

界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某些特殊人群的相关问题也

知之甚少，尤其是对理科方面的内容掌握程度较低
（Qadir，2022）。此外，ChatGPT无法与活跃的互联

网相连接，无法从社交媒体中获取任何信息，数据

集存在封闭性，所以生成不正确的信息是可能的。

如果ChatGPT为学生生成的是一个围绕特定搜索主

题的虚假阅读列表，那么ChatGPT能为教学提供便

利的基础又何在呢？

4.伦理意识未加强，伦理风险难应对

人工智能伦理是指在道德上约束人工智能开

发、管理、应用等应遵守的一切伦理原则和行为规

范。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教育工作者们也必

须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识。在ChatGPT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教学反馈时，以下三种伦理问题值得注意：

数据隐私、偏见性与所有权，如图3所示。

第一， 数据隐私。为了获得 ChatGPT对特定

问题的解决方案，师生需要输入大量与之相关的数

据和资料。ChatGPT在识别数据并为使用者提供满

意的答复时，储存的数据却有可能被泄露。教育机

构尤其是学校对第三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如何正

确使用学生数据表示担忧。

第二，偏见性。ChatGPT是一个大型的语言模

型，虽然被训练了几百万个数据点，包括了大量的文

本与书籍，但由于其学习到的知识仅来自于训练数据

中的统计规律，缺乏语境理解能力，无法像人类一样

能对世界进行复杂和系统地了解，因此常具有攻击性

和偏见性的反馈内容（Baidoo-Anu et al.，2023）。

第三， 所有权。ChatGPT为教师与学生生成的

所有内容能否被直接使用需要评估。虽然ChatGPT
代写编程代码、扩写生动故事等能力在短时间内已

获得广泛认可，但这种生成性模型只能根据它们的

训练数据模式生成响应，并不具备创新性和独创

性。换句话说，ChatGPT的响应是汇聚数据库中数

据的成果，这些作品的所有权又该属于谁呢？而后

产生的一系列风险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Pavlik，

2023）？这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五、未来教育的发展之路：ChatGPT引发

的思考

无论ChatGPT为教育领域带来的是机遇还是风

险，其作为一种变革性力量，已经在全球各个领域

引发广泛关注。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势必进一步

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应如何正确谨慎地使用

ChatGPT，积极吸纳ChatGPT带来的教育创新，同

时制定合理使用的准则与标准以规避其风险，不仅

关乎教育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入，也影响着未来教育

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未来ChatGPT教

育应用的优化路径，如图4所示。

1.发展评估策略，重塑学术诚信

当前人们对 ChatGPT在教育中应用的最大担

忧，即是其可能引发学生作弊和学术不端现象。当

前已有教育部门、高校、出版机构出台ChatGPT的

图3 ChatGPT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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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禁令。但是堵不如疏。如何做好应对策略，才

是教学管理者和有关机构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一

方面，教育机构应该加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帮助

其认识学业诚信的重要性以及剽窃和作弊引发后果

的严重性；同时鼓励学生原创。另一方面，教师要

改进教学方式，设定明确的期望和指导方针，跟踪

学生进度，定期审查学生的作业进度，或要求学生

上交作业草稿以供审阅，及早发现学生问题并解

决。此外，研究机构或企业也要积极进行产品研

发，开发或改良诚信检测的软件或工具，帮助识别

采用ChatGPT等智能工具辅助的成果。Turnitin检

测软件承诺于 2023年将最新的人工智能生成检测

功能（包括识别ChatGPT生成文本）整合于已上市

的监测产品中，这有助于解决学业诚信问题
（Riley，2023）。

2.分割教学责任，加强情感互动

教育应以学生的发展为第一要义。ChatGPT可

以作为数字导师，辅助教师教学，但在ChatGPT与

教师之间，需明确各自的角色、任务与责任。教师

要合理应用ChatGPT的技术功能，注重师生情感交

流，增强人文关怀。学生可以将ChatGPT作为学习

辅导工具，但不能形成惯性依赖。家长需积极配合

教师，正确引导、监督学生使用ChatGPT。教学管

理者要制定合理的政策与规范，协调学生、教师以

及技术工具三者之间的关系，营造积极、健康的教

学环境。

3.加速技术革新，促进教育发展

当前ChatGPT技术本身还存在缺陷，需不断优

化和升级，以适应不同行业、领域的需求。2023年
1月 9日，OpenAI实验室对ChatGPT模型进行了最

新一轮的改进，改进后ChatGPT能在更广泛的主题

上进行响应，并提高了回答的真实性（Akhter et al.，

2023）。此外，教师和学生在借助ChatGPT进行内容

创作时必须明确，ChatGPT只是辅助工具，其“理

解”和“创新”只是浅层的。ChatGPT能否被很好

地应用于教育，取决于教育工作者能否发现正确使

用ChatGPT的途径。教育的核心是人，技术只是工

具。只有明确人与工具的关系，才能在教育中更好

地发挥技术的功效，促进教育的发展。

4.制定伦理指南，监督应用方式

在伦理方面，应加快提升教育各层人士的人工

智能伦理素养，强化“伦理先行”意识，加强自律

自治，共同打造 ChatGPT教育应用的良性发展生

态。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制定ChatGPT等内容生成

类智能工具的使用与应用指南，明确伦理界限；另

一方面要加强伦理教育，确保学生、教师、管理者

等了解伦理指南，并在学习与教学中以合乎伦理的

方式使用ChatGPT。如可以将批判性思维与伦理元

素纳入教学课程中，帮助学生培养负责任地使用

ChatGPT所需要的技能和习惯。此外，还应综合应

用多种举措，监督ChatGPT在教育环境下的使用，

以防止不当应用行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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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未来ChatGPT教育应用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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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ddin’s Lamp”or“Pandora’s Box”:

The Potential and Risks of ChatGP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WANG Youmei, WANG Dan, LIANG Weiyi, LIU Chenchen

Abstract: ChatGPT, an intelligent chatbot model,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and workers because of its features of generating natural language text in response to user input and supporting
continuous multi-round dialogues with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As a typical application of AIGC, how will
ChatGPT change education? Is it an “Aladdin’s Lamp” or “Pandora’s Box” of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ChatGPT has the potential to empower teaching innovation, enhance the completion and creativity of teaching
outcomes, strengthen the role and interactivity of digital tutors, improve the ease of use and accuracy of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s, promote the wisdom and creativi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support the generativit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teaching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atGPT in
education may also lead to four types of risks, including questionable academic integrity and unbalanced assessment
mechanisms, over-reliance on student addiction and the weakening status of teachers, inaccura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limited knowledge, and unenforced ethical awareness and difficulty in dealing with ethical risks.
Obviously, as a phenomenal generative AI application, ChatGPT may trigger a profound change in education.
Educators should use it cautiously and actively, incorporating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brought by ChatGPT,
while avoiding the possible educational risks by developing assessment strategies, dividing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ethical guidelin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AIGC; Educational Potential; Educ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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