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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研究生 AI能力培养面临着新的学术伦理问

题。该研究以吉林省某大学的教育类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调查 AI能力培养现状及伦理问题。研

究发现，尽管大部分研究生能关注到 AI技术的伦理问题的存在，但在实际运用中仍面临伦理问

题。因此提出应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完善学术规范与监管机制等教育意见，希望这些建议的实

施可以提升研究生伦理意识，为高校优化研究生 AI能力培养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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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ing use of AI in education has raised new ethical challenges in graduate AI
competency training. This study examines education-focused graduate students at a university in Jilin,
China, investigating AI skil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concerns. Findings show that while most students
recognize AI ethics issues, they still face ethical dilemmas in practice. The study suggests enhancing
curricula, refining academic norms, and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to improve ethical awareness and
optimize AI training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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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社会产生了

重大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

相关的伦理问题，如算法偏见带来的公平性问题、隐私与数

据安全问题等。在此背景下，硕士研究生作为科研创新的重

要力量，肩负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使命。然而当

前硕士研究生教育中，AI能力的培养多侧重于技术层面，研

究生在使用各种大语言模型时对伦理意识的关注相对不足，

难以满足社会对具备良好伦理素养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

需求。因此，在人工智能伦理视域下，探讨硕士研究生 AI

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培养既掌握先进技

术又遵循伦理道德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

服务社会。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文献

范静波和梁慧在《ChatGPT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伦理风险

及挑战》一文中提到了，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在带来

便利的同时会带来一些伦理问题：冲击教育起点公平、冲击

教育过程公平、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路

径：健全框架、全方位应对，确保公平与伦理[1]。田贤鹏和

肖智琦二人在《生成式 AI 赋能研究生科研写作的学术伦理

与风险防控》一文中提出深化研究生科研写作的学术伦理观

教育、健全基于技术适应的学术伦理审查和惩戒制度、创新

学术不端行为的侦查检测方式等风险防控策略，以期为更好

地实现人机协同和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赋能[2]。赵豪迈、郑

福涛和赵佳悦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术传播规范的重构——以

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为例》一文中提到人工智能时代重

构学术传播规范的原则应当综合考虑数据隐私、信息真实性、

公平公正、知识产权保护和学术诚信等因素，同时从学术传

播主体、学术传播内容、学术传播途径和学术传播环境等方

面，采取整体性、系统性的举措，重新形成学术传播活动中

规范使用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方法[3]。杨孔威在文

章中提到了人工智能存在的问题，包括算法公平性、安全性

的问题以及应用管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指出应该在

这方面加强现行法律法规建设[4]。樊小颖指出，在以算法为

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传播导致的伦理失范问题，

然后在文章中分析了算法传播出现伦理失范问题的成因以

及规范算法传播媒介伦理问题的对策[5]。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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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歧

视、剽窃等伦理风险。何炜提出将负责任创新框架嵌入技术

治理，通过预期、反思、协商和反馈四个维度，平衡技术创

新与社会伦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该研究为生成式 AI 的

伦理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6]。

2.2 国外文献

Ankita G，Kewal K ,Vishal S 等人在《ChatGPT: ethical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in academics and research》一文中提

到在科学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及其辅助技术时违反公共伦

理的，需要制定政策和指导方针，规范在科学写作中使用此

类工具[7]。Russell M在《From Ethics to Execution: The Role of

Academic Librarian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olicy-Making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一文中强调了学

术图书馆员参与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介绍了面

向伦理人工智能政策发展的学术图书馆员框架，提到通过图

书馆员的积极参与,机构可以制定全面的、合乎道德的人工智

能政策,优先考虑社会责任和尊重人权[8]。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吉林省某大学的 198名教育类专业

的在读硕士研究生，通过发放线上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发

放问卷 198份，回收有效问卷 198份，回收率为 100%。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有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以

及研究生 AI 能力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与研究，然后通过问

卷调查法发放与收集调查问卷，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对收集到

的数据进行基本的概括与分析，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得

出结论。

3.2 信效度

Cronbach's α系数表

Cronbach's α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s α系数 项数 样本数

0.889 0.89 9 198

KMO检验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检验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值 0.904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02.467

df 36

P 0.000***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的 Cronbach’ s α系数值为 0.889，说明该问卷的

信度不错。KMO的值为 0.904，显著性 P值为 0.000***，水

平上呈现显著性，拒绝原假设，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因子

分析有效，程度为适合。

4 研究结果

表 1 研究对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7 8.586

女 181 91.414

年龄

22岁及

以下
17 8.586

22-25岁 161 81.313

26-30岁 19 9.596

30岁以

上
1 0.505

专业

职业教育 21 10.606

学科教育 146 73.737

学前教育 15 7.576

小学教育 14 7.071

课程与教

学论
2 1.01

是否参加过

AI学习

否（未参

加）
153 77.273

是（参加

过）
45 22.727

如表 1，频数分析结果揭示了研究样本在性别、年龄、

专业以及是否参加过 AI 学习四个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在性

别分布上，样本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女性占比高达

91.414%，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研究领域的性别倾向性，或

是样本选择过程中的某种偏差，研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在

年龄分布方面，样本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年龄段 22—25岁，

显示出样本以年轻群体为主。在专业分布上，样本呈现出多

元化的特点，但各专业间分布不均，其中，学科教育专业占

比最高，显示出该专业在研究样本中的主导地位。在是否参

加过 AI 学习的维度上，样本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参加

过 AI 学习的样本占比高达 77.273%，表明当前的研究背景

下，AI学习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且大部分样本都具

备了一定的 AI知识和技能。

表 2 伦理原则维度频数分析表格

伦理原则维度
选

项

频

数

百分

比

在选择 AI生成的内容时，我能够关

注其可靠性和道德性

2 5 2.525

3 12 6.061

4 115 58.081

5 66 33.333

我了解使用 AI技术的安全和隐私保

护的重要性

1 1 0.505

2 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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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2 26.263

4 92 46.465

5 45 22.727

我在使用 AI进行科研时，能关注到

学术伦理

1 1 0.505

2 10 5.051

3 33 16.667

4 103 52.02

5 51 25.758

如表 2，在伦理原则这个维度上，在有关研究生能否关

注到 AI 生成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上，有 58.081%的人表

示“同意”，33.333%的人表示“很同意”，没有人“很不

同意”，可见大部分的研究生都能关注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生成的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性。69.192%的人在“了解 AI 技

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这一问题选择“同意”或者“很

同意”，再关注学术伦理这个问题上，也有超过一大半的人

表示“同意”或者“很同意”。

表 3 智能安全维度频数分析表格

智能安全维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在使用 AI技术

时，我能够尊重

与保护数据隐

私与产权

2 8 4.04

3 27 13.636

4 98 49.495

5 65 32.828

在使用 AI技术

时，我能够遵守

法律法规

1 1 0.505

3 10 5.051

4 85 42.929

5 102 51.515

在使用 AI生成

内容时，我能够

带有批判性的

甄别

2 6 3.03

3 30 15.152

4 106 53.535

5 56 28.283

如表 3，从智能安全维度的选项分析来看，研究对象中

的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要注意技术

使用的安全问题，要尊重保护数据隐私与产权，遵守法律法

规，带有批判性的甄别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5 研究结论

从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来看，大部分的硕士研究生在使

用大语言模型时，能够关注到 AI 技术使用涉及到的伦理问

题，只不过不能在学术研究时有效规避这些伦理问题。

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当下，数据隐私

与安全问题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伦理问题。在数据收集方面，

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或参与教育项目时，往往需要收集大

量数据，若在收集过程中未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可能导致

数据提供者的隐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犯；在数据存储环

节，若存储设备或平台的安全性不足，缺乏有效的加密技术、

访问控制机制与定期的数据备份措施，一旦遭受网络攻击或

内部管理不善，极易造成数据的大规模泄露；在数据使用阶

段，部分研究者可能因缺乏对数据隐私与安全的重视，在未

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的情况下，将含有个人敏感信息的数据

用于公开的学术交流、模型训练或与第三方共享，从而导致

数据隐私的泄露与滥用。

在学术领域，研究生的学术诚信与责任意识至关重要，

在使用 AI 技术的过程中，学术不端行为也屡见不鲜，深入

探究这些行为的根源，发现学术规范意识淡薄是关键因素之

一。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部分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了解仅

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学习与理解，对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未能将学术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

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为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部

分高校在学术监督方面存在漏洞，对研究生的学术行为缺乏

有效的跟踪与检查，对论文查重、同行评审等环节执行不严

格，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6 教育建议

在人工智能伦理视域下，硕士研究生 AI 能力培养需要

多方面的努力，针对上述问题，现提出四方面的教育建议。

第一，有关部门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高校应在研究生

培养方案中增设人工智能伦理相关课程，由专门的教师系统

讲授 AI 相关伦理知识，提高学生对伦理问题的敏感度，使

其能从不同角度理解和解决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问题。

第二，学校和有关部门要号召教师多参加人工智能伦理培训，

提升教师自身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教学能力，以便更好地教

导学生。第三，有关部分要完善学术规范与监管机制，高校

应制定针对研究生使用 AI 技术的学术规范，明确可接受的

行为边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给出具体定义和处罚措施，建立

严格的论文查重、同行评审、数据审核制度，利用技术手段

对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进行监测，确保学术诚信。最后，

要培养研究生自我约束意识，开展学术诚信教育活动，通过

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让研究生深入讲解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分享学术不端案例及后果，增强学生的自律意识，鼓励学生

在科研项目中主动关注和解决伦理问题。

通过提出以上教育建议，希望能够提升硕士研究生在人

工智能时代的伦理意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健

康发展，使得研究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能在遵守伦理规

范的基础下进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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