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科 教 创 新|  2021 年 9 月 | 第 18 卷 第 17 期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德育的影响

顾妍雪
（长春财经学院，吉林 长春，130000）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教育的迅速

普及，以人工智能方式促进大学生德育改革有了坚

实的基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又称为智械、机器智能，是指利用计算机程序来
呈现人类智慧的一种技术，也有学者给的定义是智

能主体通过感知周遭环境和学习系统外部的数据，

进而作出判断并作出有目的的行动，从而实现特定

的目标和任务，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等特点。

进入人类社会中的人工智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并提高了生产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使大学生

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高校培养

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方面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学科于 1956年正式提出，
此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时至今日已成为全球研究的热

点。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每次兴起都在技术和

硬件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可以说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的时代，人工智能借助科技的力量得到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根据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发生

的重大转折，可以将其分为三个进化阶段 ，即开始孕
育阶段、形成进化阶段和持续发展阶段。

（ 一 ） 开始孕育的阶段

这一阶段一般是指在 1956年以前，当时人们正
在不断尝试用机器来代替部分人脑活动，试图创造

出具有类似于人脑功能的机器。德国著名数学家和

数理逻辑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万能设计推理逻辑

符号和各种万能推理逻辑思维计算的全新推理思想。

他提出“我认为现在人们不仅可以在此建立通用的

万能推理符号语言 ，并且在此建立没有推理符号的
万能推理语言上面，可以同时实现进行各种逻辑推

理的万能逻辑思维演算”。这一新的推理思想是近代

科学技术和电子设计推理逻辑计算思想的一个全新

萌芽，给后来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明了方向。

（ 二 ） 形成进化的阶段

这个阶段指 1956年至 1969年。1956年夏天，
当时年轻的达特茅斯大学数学助教、现任斯坦福大

学副教授——麦卡锡，邀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摩尔和

现任 ibibm的塞缪尔，共同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就
人工智能学习机器人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数月

的正式学术讨论，目的是研制一种用于判定机器是

否真正具备人脑的功能的实验，即所谓的图灵实验

方法。麦卡锡提议正式讨论开始时要采用“人工智

能”这个专用名词，因此麦卡锡也被许多业界人士

称为世界人工智能技术之父和计算机之父。这次会

议是一次具有历史性的重要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

意义，同时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门国际新

兴学科正式开始诞生。

（ 三 ） 持续发展的阶段

这个发展阶段泛指 1970年以后。20世纪 70
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发展人工智能，并且

从政策上和财政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已经成功开展

了许多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些重要基础科学研

究，形成了大量的各类基础知识科学史，并获得了

众多技术理论研究成果，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工智

能科学家。例如，1972年法国马赛大学的科麦瑞
尔教授进行的自主研发设计，提出编程逻辑语言的

应用，设计出逻辑语言程序翻译系统、逻辑翻译功

能模型技术系统等，并且在开发应用实践过程中，

形成各种典型应用编程语言系统、逻辑程序翻译模

型、系统技术模型等的实践成果。同时，人工智能

在各种国际商业博弈技术领域中的成功应用，引起

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发展人工智

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将人工智能看作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浪潮。

三、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德育的影响

德育活动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基本实践教育活

动 ，无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高等学校展
开素质教育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

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我国

高校始终给予重视，并强调立德树人在学生整个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道德教育与专业教育放在

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也体现了高校以生为本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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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

出，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实践工作 ，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素
养，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实

践体系，以培养满足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可靠建设

者和合格接班人。

 （ 一 ）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德育的变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互联网教育平台成

为高校德育教育的新的载体。“网络德育”因网而产

生、因网而完善、因网而发展 ， 它也为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

2000年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这是我国第一份从行政

的层面对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颁布的正

式指导性文件，也为高校全面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在宏观上指明了方向，在微观上给出了可操

作的指导意见。

 （ 二 ）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德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丰富大学生精神需求

起到一定作用。自媒体时代，在信息传播方便且快

捷的情况下 ，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大
学生不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控制和约束。大学生可

以作为人工智能信息的发布者、接收者，可以传播

各种有效的信息，可以传递和接收来自不同政治背

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专业知识等方

面的信息，学生可以不再禁锢于学校、教室和书籍，

在突破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走出学校、走出原有传

统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和不同的层面去观察、去

思考，对社会发展也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二，人工智能创新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途径

和方法。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高校开展大学生道

德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方法。教育者可以把人工

智能当作一种开展德育教育的手段 ，同时可以及时了
解大学生较为真实的思想、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学

习状态和人际交往情况，并能够进一步借助当前人工

智能的技术优势向大学生及时展示生动、直接的教育

信息，更好实现感染、教育、激励大学生的目的。

（ 三 ）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德育的消极影响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 2.0时代的到来 ，大学生获
取信息的渠道变得丰富多彩。但同时，人工智能的

出现对教育者的权威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学生除

了接受教师的教育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自主获取

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更复杂多样化的教育信息对大

学教育者的权威主导作用有一定的影响。

人工智能学习环境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

观念和日常生活习惯都可产生影响，如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等思想在这些人工智能环境中大量出现，

经常接收此类思想的传播后，若学生不能进行正确

判断，潜移默化之下负面影响也会逐渐显现。而面

对人工智能产生的复杂信息与环境，如何有效展开

信息管理与监督则是当前我国高校人才素质培养中

的重要工作之一。

四、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德育的对策

（ 一 ） 加强学生素质培养

拓宽德育工作者的工作空间。德育工作者应借

助新媒体技术拉近教育者与大学生的距离，在使用

新媒体的过程中，高校德育工作者不仅要通过德育

对大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增强学生之间

的群体凝聚力，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做

好学生的榜样和示范。

（ 二 ）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新媒体平台的风格极具亲和力，传播力量不容

小觑，是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不可缺少的平台。鉴

于新媒体在大学生学习、交友、工作中所处的重要

地位和扮演的重要角色，则可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以校园文化建设实现学生德

育。而这一措施不仅能够发展校园文化更深层次

的包容度，也可以使校园文化拓展到一个新的发展

层次。

（ 三 ） 加强学生的独立道德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深入发

展学生道德教育 ，在这个人工智能教育时代 ，大学生
道德主体性大大增强。因此，在德育活动中关注大

学生德育主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德育教育要充分

以尊重和引导关心教育学生为前提 ，培养广大受教
育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辨析事物好坏的能力。

五、总结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高校借助人工智能展
开德育教育有了较好的技术支持，同时面临的新问

题也不容忽视。基于此 ，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
全面创新大学生德育工作 ，为新时期大学生德育工
作的创新发展增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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