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基础教育中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

规制的建议

李 岩 康 铭

摘摘 要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生过度依

赖的风险，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不利于提升学生的人

文精神素养，加剧了人文精神教学方法机械化和形式化。为此，应

当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中的使用限制，避免其被滥用，

在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潜在风险。然而，当下

缺少针对基础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应用的直接立法，学校等

基础教育机构缺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限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等主体对基础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限制的监管不足。为

解决以上不足，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基

础教育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限制；学校等教育机构可根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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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制定符合本校需求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导

规范，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使用原则和具体使用范围；

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其地方主管部

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使用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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