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编号：I-2023-032-01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使用指南 

文件制定时间：2023 年 6月 

文件修订时间：2023 年 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

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

对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变革影响，它为高等教育带来更加高效、智能、开放、

全面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着眼未来，为鼓励教师应用信息化手段对教育教学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教学发展中心制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使用指

南”，旨在促进我校实现打造高质量、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的目标，提

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本指南聚焦高等教育教学领域，立足于“以人为本”“促进数字公平”

“确保数据隐私、数据安全、伦理保障”“提升透明度”的核心基石，为一线

教师提供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的指导性建议。 

高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性原则: 

1. 保障数据的隐私与安全。教师需要清晰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所具有

的信息泄露方面的风险，并清晰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服务中产生的数据

信息、输出等享有的权利。教师应充分参与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教学设

计、教学工具选择和教学评估过程, 规避信息泄露方面的风险。 

2. 合规性、版权和学术诚信。教师需要清晰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相

关规则，针对在服务中对提供内容的知识产权具有所有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需要关注使用过程中的合规性和版权问题，并提示学生合规引用与标注。 

3. 鼓励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倡导学生

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公平性、透明度、解释性，以及隐私与安全等方面的问

题，从而提升学生的伦理意识。 

4. 确保数据的真实及准确性。应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的建议或

信息进行核实，检查数据的可靠来源,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5. 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素养培育。教师通过参加学校的相关培训和研



讨会、进行交流与合作，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和教育应用。通过实

际应用积累经验，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反馈优化教学实践，从而提升

教学效果。 

6.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辅助课

堂教学，但不应取代教师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7. 加强对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监管。明确规定学生可以使用或

不允许使用哪些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定期进行监督和指导，以确保学生在

使用工具时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8. 避免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教师需认识到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在生成语言的深度和准确性方面存在局限，工具只是辅助手段,不能

完全替代人类的学习与思考。教师应检视工具输出的内容。 

9. 关注数字公平。课堂教学应关注学生的多样性，包括兴趣、动机、优势

与需求。同时，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避免

因技术壁垒、硬件差异带来的使用障碍和限制，确保教学效果惠及全体学生。 

10. 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过程中,教

师要引导学生保持批判性思考，对工具生成的内容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不足

与偏差，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认知层次与深度，提升学生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 

11. 本指南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随时进行修订，并将在教学发展中心网站上

发布最新版本。 

 

备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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