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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食品类专业 AI教育中的伦理困境，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AI技术应

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性较低，隐私容易泄露；算法的公平性难以保证；教师角色的改变和地位的削弱导

致教师心理落差，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变化等。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建议加强数据伦理教育，完善算法透明度，明确

教师与 AI的角色分工，制定相关政策，保障教师的主体性，还要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对新技术的引入进行伦理评估，

确保其符合教育目标和伦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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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thical dilemmas in AI education for food science majors, analyzes them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study finds that ethical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clude low data security and easy privacy leakage, difficulty 

in ensuring the fairness of algorithms, psychological gaps caused by changes in teachers' roles and 

weakened status, and chang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suggests strengthening data ethics education, improving algorithm transparency, clarifying the role 

divis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AI,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to ensure teachers' subjectivity, and 

establishing an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 to conduct ethical evaluation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o ensure their alignment with educational goals and ethic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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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特别是在食品类专业教育领域，AI技术的引入为教学模式、科研方法和产业

实践带来了深刻变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了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具体要求，构建人工智

能教育体系，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课程体系改革，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建设云端学校等创新

教育模式，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通过 AI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食品类专

业的学生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手段，深入理解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复杂变量，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的准确性，并推动新产品的 

研发 [1]。

然而，AI技术在食品类专业教育中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首先，数据隐私问题尤为突出。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广泛收

集和使用食品消费数据、健康信息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2]。其次，AI算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问题也备受关注。如果 AI系

统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可能会引发对其公正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3]。此外，AI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对传统技能的忽视，进而引发

对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方向的反思。

鉴于上述问题，本论文旨在深入探讨 AI技术在高等学校食品类专业教育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系统分

析和案例研究，期望为高校在推进 AI技术应用的同时，提供伦理层面的指导，确保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相协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

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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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类专业教育中 AI技术应用现状

（一）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通过“数智 +”课程体系，将食品科学与

数学、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融合，

设置了“数据基础”“数据智算”“数据创新”三大模块课程。这

种跨学科课程体系不仅打破了传统课程边界，还通过 AI助教和评

阅工具提升了教学效率。在食品化学等课程中，AI技术被用于优

化教学内容，通过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改进授课方法和改革考核

方式，实现理论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统一。

（二）教学模式的创新

食品类专业教学中广泛引入 AI助教、智能评阅工具等，实现

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学习支持。AI助教工具能够高精度识别和智

能比对学生作业，提升评分效率。AI技术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室、

图像识别、语音交互等方式，能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武

汉设计工程学院利用 AI技术开发个性化教学资源，如微课和虚

拟实验，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江南大学通过虚拟仿真实验

室，支持食品工厂设计、食品安全检测等实验项目，帮助学生在

虚拟环境中完成复杂操作。

二、AI教育中的伦理困境

（一）数据隐私与安全

在 AI教育中，数据隐私与安全是核心伦理问题之一。AI技

术的应用需要收集大量学生数据，包括个人信息、学习进度、行

为模式等，这些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若被泄露或滥用，将对学

生隐私造成严重侵犯。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可能收集学生的生物

特征数据，损害学生身份的安全性。此外，一些免费的教育 AI平

台可能出于商业目的，非法转让或出售学生数据。为应对这一挑

战，教育机构应采取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如数据加密、限制访

问权限，并明确数据的使用目的和范围。同时，需要加强对数据

收集和使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

（二）算法偏见与公平性

AI系统可能因训练数据的不完整性和偏向性而引入算法偏

见，导致对某些学生群体的不公平待遇。例如，在个性化学习方

案中，算法可能因数据偏差而对弱势群体或特定种族、性别学生

提供不准确或不公正的建议。这种偏见不仅影响教育公平性，还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为缓解算法偏见，需要从数据收集、算法

设计到模型评估的全过程进行干预。例如，通过多元化数据来

源、定期审查算法逻辑、引入公平性指标等方式，确保 AI系统能

够提供公正、透明的决策。

（三）教师角色的转变

AI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教师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

“学习引导者”和“学习支持者”转变。教师需要掌握新的教学技

能，如使用 AI工具、分析学生数据等。然而，这种角色转变也带

来了职业伦理挑战，例如，教师可能因过度依赖 AI技术而忽视与

学生的情感互动。此外，教师在使用 AI工具时，需要确保其符合

教育伦理，避免因技术的不当使用而损害学生利益。为应对这些

挑战，教师需要持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对 AI技术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同时，教育机构应建立明确的伦理准则，指导教师在 AI辅

助教学中保持教育初心，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三、实际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引入 AI监测学生学习行为引发隐私争议

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在教室内试点安装了人脸识别

系统，用于监测学生的上课状态，包括是否玩手机、发呆或阅读

其他书籍等行为。学校方面表示，此举旨在通过分析学生的课堂

表现，评估教学质量并改进教学方法。然而，这一举措在学生中

引发了强烈的隐私担忧。许多学生认为，在教室等公共场所安装

人脸识别系统，实时监测个人行为，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对

此，学校回应称，教室属于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并不涉

及侵犯隐私的问题。针对这一事件，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

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应加以限

制和管理。他强调，学校在使用此类技术时应非常慎重，涉及学

生个人信息的采集应遵循“能不采集就不采，能少采集就少采

集”的原则，特别是涉及个人生物信息的采集。

人脸识别技术在高校管理中具有提升效率的潜力，然而，技

术的引入应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正如陈曦 [4]、查飞琴 [5]等人在研

究中指出，动态人脸识别技术可以与学校安防监控设备相结合，

提高管理效率，但应避免过度依赖，需科学、人性化地制定管理

制度。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涉及伦理问题，特别是在未经学生同

意的情况下进行监控，可能侵犯学生的知情权和同意权。高校在

引入新技术时，应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制定明确的规范和指南，

确保技术的应用不侵犯学生的基本权利。

（二）案例二：AI评分系统的偏见导致学生成绩不公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取消了 A-level考试。

为评定学生成绩，英国考试监管机构（Ofqual）引入了一种算

法，根据学生的预估成绩、学校的历史表现和学生的排名等因素

进行计算。然而，该算法引发了广泛争议和抗议。首先，算法存

在算法偏见，算法倾向于降低来自历史成绩较差学校学生的预估

成绩，导致这些学生的成绩被不公平地压低，再者，算法主要基

于历史数据，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实际表现，忽视了

学生的个体差异忽视。在强烈的社会反响下，英国政府最终决定

放弃算法评分，改用教师评估的预估成绩作为最终成绩。该事件

暴露了算法在处理教育评估时可能存在的偏见和不公平现象。正

如相关研究指出，算法的设计和应用需要充分考虑公平性，避免

对特定群体产生系统性偏见。此外，算法的透明度也是关键，教

育机构应提高算法的透明度，让公众了解算法的工作原理和潜在

风险。

（三）案例三：AI教学助手的应用引发教师角色冲突：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传授者，但在 AI教学

助手的辅助下，教师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例如，AI助手能够快

速提供精准的学习建议和反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 AI的依赖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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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加，教师的“知识权威性”被削弱。一些教师反映，学生更

倾向于接受 AI的建议，而非教师的指导，这让他们感到自身角色

被边缘化。部分教师担心 AI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威胁到他们的职

业地位，甚至被完全替代。这种担忧导致了职业焦虑的产生，教

师们开始怀疑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 [6]。AI教学助手的

应用还引发了教师在伦理决策上的困境。例如，在一个实验场景

中，AI助手通过收集学生隐私数据来提供更精准的学习建议，但

教师需要在“学生福祉”和“隐私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此外，

当 AI助手对特需学生“一视同仁”时，教师需要在“平等”和

“包容”之间权衡，这进一步加剧了伦理决策的复杂性 [7]。

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一）加强数据伦理教育

在课程中融入数据伦理内容，提高师生的数据隐私保护意

识。教师应结合实际案例，讲解数据隐私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正

确使用 AI工具，避免数据泄漏风险。同时，学校应提供相关培

训，帮助教师掌握数据隐私保护的法规和技术手段。可在食品专

业课程中融入数据伦理内容，例如开设“食品安全与数据伦理”

课程，结合食品行业的实际案例，讲解数据隐私保护、数据使用

规范等内容。在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业课程

中，增加数据伦理模块，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数据在食品行业中

的应用及其伦理风险。

（二）完善算法透明度

推动 AI系统的算法透明化，确保评估过程公平公正。学校和

教育机构应要求 AI工具提供商公开算法逻辑，尤其是涉及学生评

价和资源分配的部分。教师可以参与 AI工具的测试和反馈，帮助

优化算法，减少偏见。

（三）明确教师与 AI的角色分工

制定相关政策，明确 AI技术在教学中的辅助地位，保障教师

的主体性。例如，教师应主导教学设计和课程目标，AI工具则用

于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智能辅导和数据分析。教师需要适应从

“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和“伦理监督者”的角色转变。

（四）建立伦理审查机制

在高校内部建立 AI教育应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新技术的

引入进行伦理评估。委员会应包括教育专家、技术专家和伦理学

者，共同制定 AI应用的伦理准则。同时，学校应定期开展伦理审

查，确保 AI工具的使用符合教育目标和伦理要求。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食品类专业 AI教育中的伦理困境，并结合

实际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数据隐私问题尤为突出，

广泛收集和使用学生数据可能导致隐私泄漏风险；AI算法的透明

度和公正性问题也备受关注，缺乏透明度的决策过程可能引发对

其公正性和可靠性的质疑；AI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对传统技

能的忽视，进而引发对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方向的反思。针对上

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加强数据伦理教育，

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提升师生的数据隐私保护意识；其

次，完善算法透明度，推动 AI系统的算法公开和优化，确保评估

过程的公平公正；第三，明确教师与 AI的角色分工，制定相关政

策，保障教师的主体性；最后，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对新技术的

引入进行伦理评估，确保其符合教育目标和伦理要求。

本研究呼吁各高校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并解决 AI教育中的

伦理挑战，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加强数据伦理教育和建立

伦理审查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师生的伦理意识，营造更加安全、

透明的教育环境。未来，随着 AI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领域的伦

理问题将更加复杂多样，需要教育界、技术界和伦理学界共同努

力，持续探索和优化 AI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模式，确保技术发展

与伦理规范相协调，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坚

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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