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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大模型在全球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浪潮，势必推动计算机教育的改革

和创新，同时使计算机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本文将 AI 大模型作为研究范式，总结大模型在计算机教育的现状

与进展；基于线上和线上的混合式理论教学，探讨 AI 大模型在计算机教育中面临的机遇；此外，分析大模型技术的应

用对教学环节带来的挑战，阐述师生不合理利用大模型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针对内容可信度保障、师生关系构建、

模型使用规范、隐私安全保护以及教学内容更新这 5 个方面，提出在 AI 大模型辅助下面向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的应

对策略，推进 AI 大模型在计算机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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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 large model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ve sparked a new wave of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evitably driving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while also presenting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By using AI large models as a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gress of large models in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It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AI large models in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through a hybrid model of online and offline theoretical teaching. Beside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model technology brings to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discusses the 

negative impacts caused by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large model technology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mediately, fiv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eaching computer science courses with the aid of AI large models, focusing on content 

credibilit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model usage norms, privacy protection, and content update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I large model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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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经对人类的思维、生产、

生活和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应对科技

的迅猛发展，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已成为各国共同

亟需面对的重要问题。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大国”的重大设想。可见，教育数字化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2022年年底，OpenAI

公司发布的 ChatGPT 以其先进智能的语言文字生成

能力引起了教育学界的广泛讨论。至此，教育工作者

开始了将计算机大模型运用于教学领域的广泛尝试。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大模

型是指拥有超大规模参数（通常在十亿个以上）、超

强计算资源的机器学习模型
[1]
。它具备出色的数据处

理能力，能够高效应对海量数据，并在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识别等复杂任务中表现出色。人工智能大模型

因其超强的学习、理解和推理能力，已在理解垂直领

域问题这一工作中展现出了巨大潜力。 

计算机专业是一门学习难度大、实践性强的学

科，所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学习计算机专业不仅

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数学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还

需要通过持续的程序设计实践和项目开发来增强其

实际动手能力。计算机专业对理论和实践都有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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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理论知识的深度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

掌握计算机专业至关重要，这与 AI大模型的优势领

域匹配度较高。本文将从多方面详细探究 AI 大模型

应用于计算机教学后，高校计算机教育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2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 

人工智能在各个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与传统的只能解决单一任务

的人工智能模型相比，AI 大模型具有更好的通用性、

准确性和高效性。在大型数据集上完成预训练学习

的大模型，可以通过微调技术高效地完成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复杂任务，因此可以被看

作是一个通用基础模型。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计算机教育领域也带来了极

大的机遇与挑战。受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驱动，当下许多 AI 大模型具有理解

自然语言指令以及自动生成源代码的能力。这种能

力在计算机教育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教师以及

学生应该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机遇。 

根据模型的使用场景，可将当下计算机教育领

域常使用的大模型分为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以

及多模态大模型三类，各分类目前发展情况如图 1所

示，下文给出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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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计算机教育领域常用大模型的发展 

2．1  语言大模型 

语言大模型对语言数据进行预训练，并应用于语

言相关任务。2017 年发布的 Transformer
[2]
架构预示

着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开发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始。随

着 GPT-1
[3]
以及 BERT

[4]
等基于 Transformer 的预训练

语言模型的开发，语言大模型的发展更加迅速。具体

地，在参数方面，语言大模型参数的数量达到数十亿；

在数据方面，用于预训练语言大模型的未标记数据的

数量通常达到数百万或数十亿。 

近年来，语言大模型的开发如火如荼，2020 年

OpenAI发布的具有 1750亿参数的语言大模型 GPT-3
[5]

被视为开启人工智能新时代的瑰宝。语言大模型可以

帮助发展特定工作领域的语言技能，因此在计算机教

育领域，GPT-3 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例如，ChatGPT
[6]

基于 GPT-3 进行模型优化，使新模型更加适合对话交

互场景。类似地，具有对话功能的语言大模型还包括

谷歌公司开发的 Bard
[7]
、百度开发的文心一言等。这

些语言模型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和语言理解能力，

能够基于自然对话的方式理解与执行任务。 

语言数据并不局限于自然语言，在计算机教育领

域，代码就是计算机的语言
[8]
。在编程中，知道如何将

一个想法转换为代码是很重要的。2021年 8月，OpenAI

使用大量代码数据重新训练 GPT-3，发布了具有代码

生成能力的语言大模型 Codex
[9]
。由于训练使用的代码

数据量庞大，Codex 精通十几种代码语言，可以通过解

析自然语言指令来生成代码或自动补全代码。可以把

它看作一个通用的编程模型，因为它基本上可以应用

于任何编程任务
[10]

。2023 年 5 月，OpenAI 发布了又一

个基于 GPT-3 的语言大模型，被称为 Copilot
[11]

。通

过数亿行开源代码的训练，Copilot 可以为用户提供

代码自动补全、语法纠错、代码格式化等功能。此外，

例如亚马逊公司开发的 Code Whisper模型、谷歌开发

的 Codey 模型、DeepMind 开发的 AlphaCode 模型
[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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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类似的代码生成以及自动补全功能。由此可见，

利用上述编程辅助工具，计算机专业学生在学习时可

以实时获得编写代码的建议。 

语言类大模型不仅可以理解和执行日常简单任务，

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供专业帮助，还可以提供及时

的心理疏导。例如，2023 年 7 月，华东师范大学与镜

象科技公司联合推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AI 倾

诉师 EmoGPT”。 

EmoGPT 凭借强大的情感判别式 AI，可以敏锐地识

别用户在对话中流露出的情感，包括焦虑、抑郁、其

他不良情绪和消极心理状态，并及时做出响应。学生

的心理健康也应放在教育的突出位置，将 EmoGPT 推广

至高校学生中，可有效帮助缓解计算机学子的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 

2．2  视觉大模型 

视觉任务的核心在于对场景各组成部分的深入理

解和推理。为满足这一需求，研究者们将 Transformer

框架从自然语言处理迁移至视觉领域，从而开启了视

觉大模型的研究。图像模型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视觉大

模型，专门用于深入处理、分析图像数据，以精准理

解、高效识别及创新生成图像中的丰富内容。其广泛

应用于图像分类、精细目标检测、高保真图像生成、

创意风格迁移以及多种前沿计算机视觉任务之中。 

OpenAI 模型 DALL-E2
[13]

于 2022 年 4 月发布，刚

一亮相，便在图像生成和图像处理领域卷起了新的风

暴。只需要给出几句文本提示，DALL-E2 就可以按文本

指令生成全新图像，甚至能将毫不相关的物体以看似

合理的语义方式组合在一起。同年 8 月，亚马逊公司

发布了具有 35 亿参数基础模型阶段和 66 亿参数集成

管 线 的 视 觉 大 模 型 ， 并 将 其 命 名 为 Stable 

Diffusion
[14]

。 

Stable Diffusion 具有潜在的扩散性，不仅能够

从文本描述中生成详细的图像，还可以用于图像修复、

图像绘制、文本到图像和图像到图像等任务。视觉大

模型能够根据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学生需求，生成高质

量的教学内容。这种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教学资源和知

识覆盖面，满足了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此外，AI 大模

型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学科特点等要素，帮

助老师撰写更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教案和课件、辅助

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等。 

2．3  多模态大模型 

多模态大模型是一种可以对图像、文字、语音等

多种输入模态和图像生成、文本生成、语音合成等输

出模态进行同步处理的大规模模型。它可以对多模态

信息进行融合与联合建模，以实现更加复杂、全面的

多模态任务。 

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式侧重于文本的输入与输

出。多模态大数据借此思路，联合使用多个预先训练

好的模型，或采用多模式的端对端架构将图像、语音

等其他类型的输入集成到模型中。多模态大模型可以

综合利用多个模态的信息，为复杂场景下的任务处理

与生成提供更加全面和精确的支持，在图像描述生成、

视觉问答、多模态机器翻译、跨模态问答等领域都有

一定的应用。但是，多模态大模型也面临着海量跨模

态数据训练、跨模态数据对齐与融合、计算代价高等

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样本库的不断丰富，多模态

大模型将会有更多的应用与发展。 

与单模态模型相比，多模态大模型能够更全面地

理解和生成跨多种媒体类型的内容。受大规模语言模

型的启发，DeepMind 应用类似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单一

的通用智能体 Gato
[15]

，它具有多模态、多任务、多实

施方式等特性。以往多任务学习的相关研究大多专注

于同一领域内具有相关性的任务之间的迁移，而 Gato

能够实现多领域，涵盖语言、图像、控制等多方面总

计 604 个任务的学习。这些任务甚至看上去毫不相关，

例如：玩 Atari 游戏，自动聊天机器人，为图片加注

标题，机械臂抓取等。紧接着，参数量达到 1.8 万亿

的 GPT-4
[16]

的发布，进一步体现了大规模语言模型在

多模态方面的巨大优化。GPT-4 是一套大型多模态模

型，可接收文本或图像输入，并输出文本结果，目前

通过 OpenAI API 向付费客户开放。微软在 2023 年 3

月发布的 NewBing 整合了 GPT-4 多模态技术，除了语

言交互以及搜索引擎功能外，还支持语音交互、DALL-

E 生成图片等功能。 

AI 大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功能

也日益丰富，为教育行业带来了落实智能化教学的机

遇。教师课前可利用大模型制作课件教案，辅助安排

学习内容，课后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评测与分析；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实时获得指导，降低了学习

难度，课后也可以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资源。AI大模型

在计算机教育中充分展现其活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3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的机遇 

基于线上和线下的混合式理论教学，从课前导学、

面授课堂、项目实践、考核评价和教学成果五方面分

析 AI 大模型对计算机教育的机遇，具体情况如图 2 所

示。 

3．1  课前导学个性化 

在传统的计算机教育中，学生主要通过纸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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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 PPT 进行课前预习，但难以抓住重点，学习兴

趣越来越低。在遇到问题向老师进行线上求助时，很

难得到及时回复。另外，学生在知识背景方面存在差

异性，学习进度各不相同。然而，AI 大模型可以做到

课前导学个性化，一对一进行学习路径设计，如根据

学习兴趣进行资料推送、充当智能导师实时答疑解惑、

针对学习进度布置作业编码等。通过课前个性化导学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体验，更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全面发展。 

 

图 2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的机遇 

以科大讯飞开发的星火认知大模型为例，它具有

多模态学习技术，可以从文本、图像、语音等多个角

度全面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度

挖掘与分析，星火认知大模型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建议，让学生认识真实的“自我”。 

3．2  面授课堂多样化 

区别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面授课堂，AI 大模

型作为一个虚拟教学助手，主要以学生为中心，实行

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首先，由于教师很难在有限的

课堂时间内实现高互动教学，AI 大模型可以协助教师

进行在线问答，翻转课堂等，实现互动方式的多样化；

其次，AI 大模型可以在课堂练习时为学生实时推送相

关资料，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实现学习资料的多样化；

最后，AI 大模型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学习进度，

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实现知识拓展的多样化。 

OpenAI 与非营利教育组织 Khan Academy 合作推

出的教育大模型 Khanmigo 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工智能

导师和助教。当学生向该模型提出问题时，该模型并

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提出开放性问题与学生

互动，并提供相关资料以帮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从

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3．3  项目实践自主化 

计算机教育的一大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项目实践

能力，AI 大模型凭借其强大的编码库能够帮助学生进

行自主学习，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代码编写、代码修复、

代码优化和代码理解四个方面。在新手入门时，AI 大

模型可以帮助学生为简单或重复的任务编写代码，如

日志文件的数据提取、批量定义等。这将激发学习兴

趣，带领学生叩开代码编程之门。其次，AI 大模型具

有强大的代码修复能力，通过可能的错误原因并提出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帮助调试代码
[17]

。为了帮助学

生完成令人满意的项目，AI 大模型具有代码优化功能，

如 for 循环嵌套优化、函数的语法转制等。此外，由

于项目开发人员不固定、代码量大且时间间隔长等原

因，某些没有注释的代码很难读懂。通过 AI 大模型生

成注释，能大幅提高代码可读性，节约时间精力，帮

助学生实现自主化项目实践。 

3．4  考核评价自动化 

根据山西农业大学调查分析
[18]

，传统考核评价方

式存在以下三个问题：考核评价主体不全、考核评价

方式单一以及考核评价指标和标准缺乏科学性。为此，

针对考核评价主体，AI大模型应在每门课之后收集三

类评价信息，涉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

评价以及学生之间的评价；针对考核评价方式，AI 大

模型通过上机题库和考试系统自动化地进行客观题评

分，并且通过考勤系统和学生上课时回答问题的记录

自动进行客观题评分；针对考核评价指标和标准，AI

大模型融合全国有关高校计算教育学科的评价指标和

标准，并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对其进行做进一步的优化，

使其更具有个性化和公正性。综上，AI 大模型通过多

元评价主体，分别进行主观和客观评价以及不断优化

评价指标和标准，实现考核评价自动化，节约教师的

时间和精力。 

3．5  教育成果普惠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教育的难点问

题已经不再局限于计算设备等工具的缺乏。2023 年全

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

指出：“工具是可以花钱买到的，但教育如何帮助学

生获得适应新世界的生存发展能力变得日益重要，这

是买不到的。”目前，不同高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

衡，一些地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这已成为我国计算

机教育中普遍面临的难题。AI 大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资

源库，为促进区域教育公平、扩大高质量教育资源的

覆盖范围，实现教育成果普惠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随着 ChatGPT、文心一言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在线教育的技术门槛和成本大幅降低，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范围逐渐扩大。这打破了教育资源的地域限制，

缩小了不同地区教育的差距。此外，AI 大模型还可以

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教育资源，从而使教育质量

和公平性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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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的挑战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大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广

泛应用，反映了大模型技术在推动现代计算机教育领

域朝着智能化方向改革的巨大作用。然而，在积极推

广落实的背后，我们也应关注到大模型技术的不合理

使用对师生关系、学术发展、个人隐私和教学环节等

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挑战。 

4．1  专业知识浅薄，出现误导师生现象 

AI 大模型回答问题的范围十分广泛，但面对专业

问题时却时常存在局限性，难以给出百分百完美的答

案
[19]

。以 ChatGPT 为例，其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知识

来源于互联网上的大量良莠不齐、遍布不准确和不全

面的信息文本。这些数据通常与专业知识相违背，且

不符合学术标准和规范，从而对学术研究存在误导性

和偏见。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也存在价值观

投射争议。医学领域通过对 ChatGPT-3、ChatGPT-4和

诗人大模型等大模型问答结果的大量反复检测发现，

这些大模型在回答有关肺活量和皮肤厚度等客观医学

问题时，均会生成基于黑人和白人种族刻板印象的偏

见性答案。欧美基础模型的全球垄断，已经危及了土

著语言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20]

。

师生若一味地相信 AI 大模型提供的答案，可能会受到

同质化输出内容的价值观和语言文化的压制，在专业

领域的求学道路上，易深陷虚假学术信息的“泥潭”。 

4．2  师生关系淡薄，出现人际孤岛现象 

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并不仅限于知识的

传授，还肩负对学生思想修养、道德品质的教育责任。

如果学生或教师过度关注和依赖大模型时，师生之间

的互动交流及人际关系网络可能会淡化。学生会逐渐

失去人文精神的滋养，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久而

久之，创新就会失去“原动力”。李建中指出“人的

‘技术型’非社会化孤岛模式导向会加深，接踵而来

的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等人类在社会行为的参与中建

立起来的社会属性会被消解”
[21]

。此外，大模型频繁

地介入授课过程与课后评价，也将大大减少了师生之

间真实的线下交流互动，其心理距离变远，关系愈加

淡薄。师生关系的疏远，给教师威信的建立增添阻碍，

学生的管教难度增大，严重时可能会陷入“师生对立”

的困境。 

4．3  工具过度依赖，出现敷衍塞责现象 

AI 大模型简化了答案或信息的获取，学生只需要

较少的行动或者语言指令就可以轻松获得所需要的信

息。这种便利的信息获取方式会导致学生只是浅层思

考，而不愿意进行深度的学习，激发了学生的惰性，

从而影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计算机专业的学子而言，当前时兴的大模型例如

ChatGPT、Copilot 等都具备代码自动生成的能力，若

学生过度依赖大模型，那么对其自身的代码编写能力，

以及逻辑思考能力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大部分高等教育课程采用大班教学模式，

一名教师需同时面对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这种情况

下，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论文往往将消耗教师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大模型具备分析学生作业并自动生成教学

评估的功能，因此可以有效辅助教师的工作。然而，

如果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过度依赖大模型的自动

评估功能，并完全依据大模型的评价来对学生打分，

将很难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这对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是毫无裨益的。 

4．4  道德伦理问题，出现侵犯隐私现象 

对于大模型，训练数据的质量以及多样性与模型

的最终效果具有极强的关联性。随着数据量的增加，

数据泄露的风险也在增大。学生在使用大模型进行信

息交互时，流露出来的信息大多是敏感且隐私的，若

模型公司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访问学生的数据，或

将这些数据用于教育以外的目的，将会对学生产生其

他严重的影响。 

此外，由于训练数据可能存在潜在的偏见、缺少

多样性等问题，训练后的大模型会做出不公平的、违

背人类道德伦理的决策。并且由于大模型存在一定的

自主性，用户无法确定它做出该决策的过程和依据，

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该决策的责任人也成为一个复杂

的道德问题。 

4．5  教学更新缓慢，出现知识滞后现象 

大模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教材和课程难以

跟上最新的理论进展和应用需求。这种信息更新的滞

后不仅影响了学生对新技术的理解，也可能导致他们

在技术应用中缺乏必要的前瞻性和实用性。此外，传

统教材在解释大模型中涉及的复杂算法和技术概念时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对学生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同时，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引入，传统的教学方法

也面临挑战。传统教学形式单一，以课堂教师单向讲

授为主，学生互动少，翻转课堂教学、对分课堂教学

（PAD）、安利教学等方式运用较少，无法充分发挥大

模型技术的互动特性,教学效果有限
[22]

。当下许多高校

教师仍习惯于单向教学模式，可能难以适应引入大模

型后的教学环境。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引入大模

型技术意味着他们需要主动探索和学习新技术，而不

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这也对学生的学习习惯

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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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的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已迈入新时代，计算机教育随着智

能化改革不断进步。为了应对当下 AI大模型存在的诸

多争议和问题，本节将从五个方面为合理利用 AI大模

型提出建议，如图 3 所示。 

 

图 3  计算机教育大模型的建议 

5．1  优化模型训练，发挥主观能动 

训练数据、训练过程以及模型处理复杂逻辑时的

能力局限等多方面都与大模型的最终效果有很强的关

联性
[23]

。因此要解决大模型专业知识浅薄的问题，可

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修改。 

首先，大模型应该确保使用各领域专业的训练数

据对模型进行相关下游任务的微调。例如，根据计算

机领域专业知识来微调模型的代码自动生成功能。其

次，开发团队可以在训练过程中定期监控和测试模型

的专业性能，广泛采集样本，在早期识别并解决潜在

的偏见，避免输出具有刻板印象的答案。最后，由于

大模型只是针对已有数据生成新内容，因此在处理复

杂问题时很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使用者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对于人工智能提供的

知识保持辩证的态度，充分思考后形成自身观点。 

5．2  增强人文关怀，缓和师生关系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教育带来智能化的便利，

但同时也在道德培养等方面产生了阻碍，给传统的师

生关系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时，除了关注其

带来的便利，也要清醒的看到其局限性，例如，人工

智能无法做到全面顾及学生的情感、价值观、意志力

的培养。因此教师需要时常关怀学生，敏锐洞察学生

的身心健康，接受学生在学习发展上的不完善性，用

恰当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价值引导，促进师

生关系和谐发展。 

同时教师也应该引导学生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交流是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

式。如果学生过度依赖人机交互，自身发展将变得片

面偏激。学生应认识到自身的学习主体性，自觉承担

起学习的责任，积极回应教师的关怀，并主动表达对

教师的尊重、敬仰等情感。 

当教师和学生之间恢复良性的互动后，人际孤岛

现象也将得到极大的缓解。教师的威信得到建立，学

生的道德修养得到提高，师生心理距离拉近，教师“教

书育人”的职责才能成功履行。 

5．3  规范师生行为，降低用户依赖 

针对 AI 大模型在计算机教育领域可能导致的过

度依赖问题，高校和科研部门应制定详细的使用规范。

这些规定需根据学科的教学策略和大模型应用的目标，

明确其适用范围和具体功能，以确保大模型能够有效

地支持教学，而非取代教师的个性化指导。此外，还

需对超出使用范围的滥用行为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相关培训，以引导教师和学生正确、

合理地使用大模型。 

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大模型只能作为学习的

辅助系统，而不是书籍或其他权威知识来源的替代品，

应批判地采用大模型给出的答案。同时，学生应在符

合学术伦理的原则下正确合理地运用大模型，避免抄

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此外，教师可以借助大模型的自动评估功能来评

价学生的作业、论文等材料的完成情况，了解学生的

学习表现，但不能将评价学生的权利也赋予大模型。

教师应该在获得模型提供的学生评估后为每个学生提

出个性化的指导和建议，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

不足，进而做到因材施教。 

5．4  遵循科技伦理，保护隐私安全 

为了保护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大模型用户的隐私

安全，相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数据采集制度以保障模

型训练数据采集的合法性。模型开发团队应该提高思

想素质，在不侵害互联网用户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地进

行数据采集工作，并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确保

只有授权人员可以访问和处理用户数据。同时对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避免个人数据的滥用和泄

露。用户个人也应该提高自身的数据安全意识，谨慎

分享个人隐私信息。 

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

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也是促进科技事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4]

。大模型应严格运行在科技伦

理体系内，遵循人类的道德伦理观。此外，模型开发

团队在训练模型前需要预处理训练数据，确保数据的

多样性，提前发现并纠正潜在的数据偏见，防止模型

做出不公平的决策。开发团队也应关注透明性和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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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性原则，将大模型的决策过程和决策依据公开，使

用户能够理解并信任模型的决策结果。另外还可以设

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进行审查，

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在大模型应用之前需进行伦理

风险评估，识别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应对措施。 

5．5  更新教材内容，提升教学互动 

针对传统教程难以跟上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的问

题，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以保证教材

内容及时反映最新的技术进展。一方面，教师应积极

参加技术前沿的培训课程或研讨会，提升自身科技水

平，及时获取最新技术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
[25]

。一般

地，模块化的课程结构可以应对传统教材难以解释大

模型复杂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可以从基础知

识入手，逐步掌握复杂技术的概念及应用，进而提升

其学习效果。 

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引入互动式

教学方法得到有效改善。通过充分利用大模型技术的

互动性，课堂的参与感可以显著增强，从而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相关技术。此外，在课程中结合实

际项目和技术演示，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

性。这种实践导向的教学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操作

技能，还促进了其对技术应用实际情况的深入理解。 

6  结束语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一系列 AI 大模型能够通过

与计算机专业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体验和教学指导。这些模型不仅能够解答复杂的计算

机概念问题，还能协助编程，满足计算机专业学生和

教师的各种需求。可见，大模型技术已经深刻融入高

校计算机教育的各个方面，促使教育者根据大模型技

术的发展及时进行教学调整。 

面对技术潮流，高校计算机教育和教育者无法置

身事外。教育的兴盛关乎国家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明

确将“建成教育强国”作为 2035 年我国教育发展的总

体目标。在教育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应充分发挥大模型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

高校计算机教育的深度融合。然而，同时也必须警惕

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效应和局限性，深刻认识到不合

理使用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综上，我们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确保大模型

技术在高校计算机教学中发挥最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

为计算机教育领域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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