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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动态

澳大利亚：生成式人工智能框架即将在学校投入使用

根据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ACER）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官方报道，新学期伊始，澳大利亚学校将开始应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框架（Australian Framework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hools）。这一框架由国家指定的特别工作组精心

研发，目的在于推动学生、学校和社会以积极的方式理解、运用

和应对人工智能。框架涵盖六大领域，包括教与学、人类和社会

福祉、透明度、公平性、问责制以及隐私和安全。

教与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用于支持和提升教学与学习

1.1 GAI的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式能够增强

和支持教学、学校管理和学生学习。

1.2 教授 GAI知识：学校引导学生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及其工作原理，包括其潜在的限制和偏见，并随着学生使用量的

增加深化这种学习。

1.3 使用 GAI支持教师专业知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应按

照能够支持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方式进行使用，同时认可并尊重

教师在课堂内的专业知识。

1.4 使用 GAI培养批判性思维：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

方式能够支持和增强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而不是限制人类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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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经验。

1.5 使用 GAI进行学习设计：针对学生开展的工作，包括评

估，应明确阐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式及其限制，以确

保对学生能力的评价既清晰又公正。

1.6 使用 GAI维护学术诚信：学校支持学生在学业中合乎道

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包括确保有节制地借助工具。

人类和社会福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惠及全校师生

2.1 使用 GAI应保障福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式

不会损害学校社区任何成员的福祉和安全。

2.2 使用 GAI提供视角多样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

方式能够让用户接触到多样化的想法和视角，并避免强化已有的

偏见。

2.3 使用 GAI应尊重人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要尊

重人权和工人权利，包括个人自主权和尊严。

透明度：学校师生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工作原理、应

用方式以及这些工具何时、如何影响他们

3.1 获得有关 GAI的信息与支持：教师、学生、员工、家长

和监护人能够获取清晰且适当的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和

指导。

3.2 GAI使用方式的披露：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

式对学校社区产生影响时，学校社区应得到及时的通知。

3.3 GAI使用方式的可解释性：供应商确保终端用户能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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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所使用的方法及其潜在的偏见。

公平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式应便于获取、公平

且尊重用户

4.1 使用 GAI应保证可访问性和包容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的使用方式增加了机会，并对残疾人士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

具有包容性、可访问性和公平性。

4.2 使用 GAI应关注公平和获取：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

应考虑到地区、农村和偏远社区之间的差异。

4.3 使用 GAI应正确防范歧视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

使用方式应具有包容性，尽量减少对个体、社区或群体的歧视，

并对其进行抵制。

4.4 使用 GAI应尊重文化和保护知识产权：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的使用方式应尊重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权利，包括土著文化

和知识产权。

问责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式应接受质疑，保留

人类决策代理权与问责制

5.1 明确 GAI使用责任：教师和学校领导者保留决策权，并

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决策负责。

5.2 确保 GAI稳定运行：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使用前需进

行测试，并按照其预期目的可靠地运行。

5.3 监测 GAI影响：积极且定期监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

学校社区的影响，识别和管理可能的风险，并把握新兴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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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增强对 GAI的了解与质疑能力：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影响的学校社区成员应当积极地了解这些工具的使用和产出，并

能够质疑这些工具所提供的任何决策。

隐私和安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学生和其他人员，

其隐私和数据应受到保护

6.1 强化 GAI使用中的隐私与数据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的使用方式应尊重和维护隐私和数据权利，遵守澳大利亚法律，

避免不必要的收集、限制保存、防止进一步泄露，并禁止售卖学

生数据。

6.2 披露 GAI使用中的隐私信息：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时，学校社区应主动了解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数据的方式和

内容，并在需要时征求用户同意。

6.3 在 GAI使用中保护学生数据的输入：当在可能损害个人

数据隐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中输入信息时，学生、教师和员

工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6.4 加强 GAI使用中的网络安全与弹性：实施强有力的网络

安全措施，以保护学校基础设施、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和相关数

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6.5 确保 GAI使用中的版权合规：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时，学校应了解并采取措施并遵守相应的版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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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1] ACER. (January 9. 2024). Finding the right AI

for the right job – it’s still about the evidence. https://www.acer.

org/au/discover/article/finding-the-right-ai-for-the-right-job-its-still-

about-the-evidence

[2]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vember 17, 2023).

Australian Framework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Schools. https://www.education.gov.au/schooling/resources/australi

an-framework-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ai-schools

美国华盛顿州公共教育总监办公室（OSPI）：发布《K-12公立

学校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指导》

2024年1月18日，美国华盛顿州公共教育总监办公室（Office

https://www.acer.org/au/discover/article/finding-the-right-ai-for-the-right-job-its-still-about-the-evidence
https://www.acer.org/au/discover/article/finding-the-right-ai-for-the-right-job-its-still-about-the-evidence
https://www.acer.org/au/discover/article/finding-the-right-ai-for-the-right-job-its-still-about-the-evidence
https://www.education.gov.au/schooling/resources/australian-framework-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ai-schools
https://www.education.gov.au/schooling/resources/australian-framework-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ai-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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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OSPI）发布的《K-12公立

学校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指导》（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hools）指南就“以人为本”原则如何在 K-12学

校实施提出了指导意见。该指南涵盖人工智能的涵义、人工智能

使用的原则和价值观、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方法、人工智能

政策制定等内容。该指南认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学习环境是

优先考虑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需求、能力和经验的环

境。教育领导者可以通过考虑以下几点支持以人为本的学习环境：

 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帮助他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各个领

域的概念、应用和影响，并使他们能够将人工智能作为学习

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确保人工智能的道德、公平和安全使用，保护数据的隐私和

安全，解决潜在的偏见和危害促进数字公民和责任。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发展和支持，帮助他们将人工智能整

合到他们的教学法、课程和评估中，并促进他们与人工智能

的合作和创新。

 将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应用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实

施，例如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设计过程，测试和迭代解决方案，

以及评估影响和结果。

 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与最佳实践和学习原则相结合，例如支

持学习者代理、促进协作、加强反馈和促进批判性思维。

该指南同时指出，在将人工智能融入学生学习时，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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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在学习过程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人工智能。

通过这样做，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塑造他们的人工智能教育体验:

 与学生共同创建并共享 AI决策准则。

 支持学生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使用人工智能。

 使学生能利用人工智能来构建理解、反馈和反思。

 支持学生批判性地思考人工智能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在他们为大学、职业和生活做准备时的作用。

 使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能够使用人工智能来个性化和增

加他们的学习机会。

 将道德和批判性思维活动与年级和学科水平的教学相结合。

 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区分和评估，包括允许文本转换为语音、

翻译、个性化学习和基于探究的学习的智能辅导系统。

 通过与行业合作，更新和整合学习标准，为学生未来的工作

做好准备，包括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

信 息 来 源 ： OSPI. (January 18, 2024).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hools.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

cess/resources-subject-area/human-centered-artificial-intelligence-sc

hools

转载自 https://mp.weixin.qq.com/s/MO4MYsvxQ665EFSzuKQK

_Q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cess/resources-subject-area/human-centered-artificial-intelligence-schools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cess/resources-subject-area/human-centered-artificial-intelligence-schools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cess/resources-subject-area/human-centered-artificial-intelligence-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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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发布《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

2024年 2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发布《人工智能

治理与伦理指南》（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

旨在为地区内有意在商业和非军事或军民两用应用中设计、开发

和部署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提供实用指南。本指南重点关注

如何在东盟内部推动协调一致，并促进各司法管辖区人工智能框

架的互操作性。此外，本指南还就国家和区域层面可采取的行动

提出了建议，供该地区政府考虑实施，以负责任地设计、开发和

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指导原则

指南提出了七个人工智能指导原则，即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公平和公正；安全与保障；以人为本；隐私与数据治理；问责与

诚信；稳健与可靠。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1）内部治理结构和措施

 建立跨学科、中央层面的治理机构，如人工智能伦理顾问

委员会，以全面监督人工智能治理工作。

 制定相关标准、指南、工具和模板，为组织在人工智能的

设计、开发和部署过程中提供明确的指导。

 清晰界定参与人工智能负责任设计、开发和/或部署工作的

人员的角色和责任。

（2）确定人工智能辅助决策过程中的人类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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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风险评估，以明确人类参与程度的风险水平，包括人

类主导、人类辅助和人类非参与等模式。

 根据风险水平，将人类参与程度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人

类主导、人类辅助和人类非参与。

 降低风险有助于建立信任，进而推动本地区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接受和更广泛的使用。

（3）运营管理

 人工智能系统的生命周期包含多个阶段，通常是一个迭代

过程。

 在进行数据收集、处理或建模之前，需要进行基于风险的

评估。

 降低由于训练、测试和验证数据集代表性不足而可能引发

的不公平偏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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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益相关者互动与沟通

 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部署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建

立并维护信任关系。

 在产品或服务中使用人工智能时，应提供适当的披露信息。

 采取措施帮助员工适应人工智能辅助的工作环境，确保平

滑过渡和高效协作。

建议

指南提出了针对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建议，供各国政府在设计、

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时参考，以确保其工作能够负起应有之

责。

 国家层面的建议：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支

持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鼓励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投

资；投入资源于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推动企业采纳实用

工具，以实施《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提高公

民对人工智能在社会中影响的认知。

 地区层面的建议：设立东盟人工智能治理工作组，推动和

监督本区域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实施；针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治理问题，对本指南进行适应性调整；汇编案例集，

以展示东盟地区内各组织在实践应用本指南方面的具体

情况。

有关指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asean.org/wp-content/

uploads/2024/02/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_bea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_beautified_201223_v2.pdf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_beautified_201223_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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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fied_201223_v2.pdf

信息来源：ASEAN. (February, 2024). 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 https://asean.org/book/asean-guide-on-ai-go

vernance-and-ethic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Women4Ethical AI平台发布声

明《W4EAI：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行动的女性诉求》

2024年 2月 6日，Women4Ethical AI平台在 2024 全球人工

智能伦理论坛（Global Forum on the Ethics of AI 2024）上发布声

明《W4EAI：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行动的女性诉求》（Statement

W4EAI: Women for Ethical AI Action Request），呼吁各国加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人工智能项目，并与其共同推动系统性行

动，以实现性别包容的人工智能。具体而言，将敦促采取以下具

体措施：

 将 AI技术的发展与人权框架相协调，确保技术进步不会侵犯

人类尊严和性别平等。

 在新产品推向市场前进行全面的事先评估，并在推出后进行

持续的事后评估，以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强化法治原则，建立明确的责任机制，在 AI技术造成损害时

追究相应责任，包括要求技术提供方共享相关代码。

 确保人类对这些技术发展的决策权，避免为 AI技术赋予法律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_beautified_201223_v2.pdf
https://asean.org/book/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
https://asean.org/book/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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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从而保护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

 改革数据管理方式，确保数据属于数据主体，而非收集信息

的公司。公民应有权了解他们的数据如何被使用，并有权要

求从网络空间彻底删除自己的信息。

 呼吁各国政府建立数据信托机构，以确保数据的合法使用和

保护个人隐私。

有关声明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unesdoc.unesco.org/ar

k:/48223/pf0000388754

信 息 来 源 ： UNESCO. (February 16, 2024). UNESCO's

Women4Ethical AI urges global cooperation for gender-inclusive AI.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s-women4ethical-ai-urges-

global-cooperation-gender-inclusive-a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发布《数字时代的全球公民教

育：教师指南》

2024年 2月 23日，UNESCO发布《数字时代的全球公民教

育：教师指南》（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digital age:

teacher guidelines），旨在帮助教师认识到数字公民教育对于培

养更加有见识、积极参与且负责任的全球公民群体的关键作用。

本指南致力于提升教师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引导学习者在

实体和数字环境中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它特别强调了培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875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8754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s-women4ethical-ai-urges-global-cooperation-gender-inclusive-ai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s-women4ethical-ai-urges-global-cooperation-gender-inclusiv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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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全球公民教育知识、价值观、技能和态度的重要性，以推动构

建一个更加可持续、包容、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指南还为教育工

作者提供了课程计划、模块及有效的教学策略，旨在提升学习者

在数字世界中的导航能力和积极贡献，同时特别关注批判性思维

和道德决策的培养。通过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这些实用工具，期望

为当前及未来世代积极参与构建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审视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是数字时代全球公民教育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学习者在利用这

些技术创造、创新、表达与参与时，需要保持平衡，既要确保技

术的安全使用，也要对社会负责。同时，他们还需意识到自身言

行可能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需引导学生认识

到技术对其权利和责任，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福祉）可能

产生的潜在影响。加强批判性思维对于学习者在复杂的信息和通

信环境中导航，并以深思熟虑、符合伦理和协作的方式行使权力

至关重要。通过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师可以帮助他

们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并促进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发

挥积极作用，为和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同时，为了培养学习者在复杂挑战中负责任和坚韧的品质，发展

他们的社会和情感能力以及道德价值观也至关重要。

最后，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能力，如数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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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和创新，来增强他们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参与度。数字

公民教育更明确地关注数字工具和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有助

于学习者“有效地查找、访问、使用和创造信息，以积极、批判、

敏感和道德的方式与其他用户和内容互动，同时安全、负责任地

导航在线环境，并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下图展示了如何将数字公民教育的元素全面地融入学习周

期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其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验

开发的一个模型。该模型强调了数字公民教育在课程设计、实施

和评估阶段的重要性，以确保学习者能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获得

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负责任和道德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



15

有关指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unesdoc.unesco.org/ar

k:/48223/pf0000388812_eng

信息来源：UNESCO. (February 23, 2024).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digital age: teacher guidelines. https://www.unesco.or

g/en/articles/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digital-age-teacher-guideli

nes

中国：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工作要点》

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指出，2024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强国战略

目标 10周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周年，做好今年

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助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服务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提升行动取得新成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工作要点》明确了年度工作目标：到 2024年底，我国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

系更加健全，数字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群体间数字鸿沟进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8812_eng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8812_eng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digital-age-teacher-guidelines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digital-age-teacher-guidelines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digital-age-teacher-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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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缩小，智慧便捷的数字生活更有质量，网络空间更加规范有

序，助力提高数字时代我国人口整体素质，支撑网络强国、人才

强国建设。

《工作要点》部署了 6个方面 17项重点任务。一是培育高

水平复合型数字人才，包括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提高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化履职能力、培育高水平数字工匠、培育

乡村数字人才、壮大行业数字人才队伍。二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

包括建设数字无障碍环境、提供普惠包容的公益服务。三是支撑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包括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扩展数

字消费需求空间。四是拓展智慧便捷的数字生活场景，包括推动

数字公共服务普惠高效、提升重点生活领域数字化水平。五是打

造积极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包括营造共建共享社会氛围、构建

数字法治道德规范、维护安全有序数字环境。六是强化支撑保障

和协调联动，包括完善协同支撑体系、加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信息来源：中央网信办. (2024年 2月 21日). 中央网信办等

四部门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

http://www.cac.gov.cn/2024-02/21/c_1710183257270007.htm

http://www.cac.gov.cn/2024-02/21/c_1710183257270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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