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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韦孟雪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体现为人机异质同化、人机双主体

互动、人机和谐共生关系。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具有了部分人的属性，在未来人机关系呈现三种可能：人机协调、人机冲突或是

人机湮没。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正确把握人机关系，根本在于坚守“以人为本”，以人的价值和利益为出发点规定人工智能的定

位和发展趋势，引导人机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实现人机高度融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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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I Mengxue
（College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2，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subject-
object relationship in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such as human-machine
heterogeneous assimilation，human-machine double subject interaction，and human-machine symbiotic harmony. Some
human natures grow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human-machine relation⁃
ship presents three possibilities：human-machine coordination，human-machine conflicts or human-machine annihila⁃
tion.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should be properly harnessed by always
giving priority to human values and interests while designing the future and demarca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that huma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coordinate closely in harmonious mutual-development.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man-machine relation⁃
ship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要高度重视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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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基于现实发展需要，要将人工智能引入

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工

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形态，

是依托数据、算法等一些技术手段，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利

用效率，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机器赋能。

二、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机关系

的现实景观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

素。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争辩主

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单主体说”“双主体说”“主

体间性说”。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

核心在于能动性问题的解决，要从“以人为本”出

发，探讨主客体的能动性发挥。在新时代人工智能

环境下，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能动性，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必须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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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相结合，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

新的主客体关系。

（一）传统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典型

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教育活动，以人的

思想为中心，对人的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关系表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

关系。

第一种观点：“单主体说”。一是教育者是主

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对整个活动具有关键和导向作

用，主体根据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施加可控性影响［2］。教育者

主体说弱化了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受教

育者是主体。开始重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把受教

育者置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中心。但这种看法

过度夸大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使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发生异化，无法正确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性，造成

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被减弱，不利于教育者对受教育

者施加教育影响。

第二种观点：“双主体说”。陈秉公教授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互为主客体，从

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主体，受教育者

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

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的客体。”［3］首先，双主

体说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体性、能动

性，应该重视两者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开展和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

作用。但是把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分为施教

过程和受教过程，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分别作为两

个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没有看到施教过程和受教过

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

过程，不能人为地进行分开。其次，双主体说导致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称谓混乱，没有明确两者的主

客体位，不知道在具体活动中究竟谁是主体，忽视

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异。

第三种观点：“主体间性说”。“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

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

‘主体—客体’的关系”［4］。“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

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

系”［5］。主体间性说看到双方的平等互动关系，主张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强调受教育者的能动性来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它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主-
主的人际关系，一个是作为复数主体与教育资料构

成主-客关系，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缺乏客体支撑。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

的对象，教育资料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不能成为

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象性活动必然有客体，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教育对象居于客体的

地位是肯定的。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对象的思想和

行为是客体，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受教育者之间

构成一种主体间性模式［6］。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把

完整的客体人为分开了，违背了客体的本意，思想

和行为需要人来作为客体支撑。其次，过度强调双

方的平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决定

了在教育过程中其话语体系和交往地位不可能与

受教育者绝对平等，一味强调二者的平等，过度抬

高受教育者的地位和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思

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从单个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看，主客体是既

定的，不存在“双主体”“主体间性”问题［7］。“双主体”

观点存在不足，主客体关系是“主客二分和主客合

一的统一”［8］。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体和客体，二者都具有主体性，但二者又存

在区别，教育者主体性表现为主导性，而受教育者

主体性则表现为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是对人的思想的教育，要有人

作为客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教

育者之所以为教育者，是因为具备某种性质和能

力。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充分发挥教育者主体

的主导作用和教育对象的能动作用。

在同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主客体的地位

是确定的，不论客体的主体性多么突出，都仍然是

主体的客体，是主体的教育对象。主客体位和主客

体性是不同的，主客体位是教育活动的因素，主客

体性是两者主动性的表述。客体位与能动性并不

冲突，所以教育者是具有客体性的主体，受教育者

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要把主体的主导性和客体

的主体性相结合，不断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

化，实现主客体良性互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

系要从“以人为本”原则出发，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

能动性，促进受教育者的内化活动，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实效性，从而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人机关系：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

主客体关系的新课题

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发展的产物，不断推动着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人工智

能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不断将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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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改革教育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人工智能不断进行深度学习，开始具有了部分属人

的功能，主体意识逐渐凸显。在这种趋势下，人工

智能究竟是作为环体、介体、客体还是主体？这值

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

合产生了新的主客体关系，表现为人机异质同化关

系、人机双主体互动关系和人机和谐共生关系。

人机异质同化关系。智能机器同时具有人和

物的两种属性，一方面没有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具

有部分人的属性和能力［9］。人和机器是不同的，人

是有生命有思想的独立个体，人有主观能动性，能

根据自身需要和客观条件改变自身，来适应社会发

展的要求。人工智能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不能进行

独立思考，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人工智能和人之间

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人工智能和人是异质的。但是

随着人工智能开始出现自我学习的时候，就具有了

人的部分功能，比如可以充当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

加一定的教育。人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双向信息

交流实现同化。随着机器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异质

趋势不断弱化，同化趋势不断增强，人和机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

人机双主体互动关系。原来单独以人作为主

体或客体的观点在人机互动中已不复存在，进而呈

现的是网络中人—机之间双主体互动的关系，这种

关系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10］。人与人工智能

不是单方面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

影响的关系。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新观点到底是

人的思想、人工智能的思想还是人和人工智能相互

作用结合的结果。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是人的思想

和人工智能相互影响而产生了新的思想，是人和机

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前的单一决定论，一是人决定

人工智能，人对人工智能有绝对的控制权，人工智

能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二是人工智能决定人，人

的想法和行为完全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这两种

说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人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

新型双主体互动的新模式。

人机和谐共生关系。“机器的智能化、自主性的

增强，使机器不再简单地被当作人手中的便利工

具，而是成为与人共生共在的合作者”［11］。人和机

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一方面，机依赖于

人表现在人工智能是人创造和设计的，人工智能的

功能和形态取决于设计者。人工智能发挥教育功

能依赖于人的引导，需要对人工智能植入正确的价

值观。另一方面，人依赖于机表现在物质依赖和精

神依赖。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

活质量，把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实现

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人工智能还满

足了人的精神需求，如游戏、电视剧、电子书等等。

人和机相互渗透，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数据分析，提供针对性方案，进

行答疑解惑，通过这些优势来取代一些人的智能活

动。虽然机器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发挥功能必须要

有人的控制和操作。人和机不断融合，出现了人机

共同体，通过机器不断嵌入人的身体，实现人的功

能改进与优化，延伸人的认知能力，实现人机不断

交互融合。人和机之间存在不同、矛盾和冲突，但

最终发展状态是和谐统一的。

二、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机关系

的三种可能

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极大提高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

机进一步交互和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机关系

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三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人机

湮没、人机冲突和人机协调。

（一）人/机：人或机器的湮没

“强大的机器具有智能内生性和自我生产特

性，机器换人使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控制逐渐丧

失，人的世界的贬值同物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12］。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性不断加强，造成了人工

智能对人的控制局面。有时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真

正自己的自觉的行为，而是计算机根据大数据推送

的信息所导致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们的想

法和行为产生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人工智能在

未来的强人工智能阶段会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

行控制，取代教育者的地位。算法通过各种平台对

用户进行渗透，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软

件，通过数据分析，掌握受众偏好，以此来推荐更多

相关的信息，导致用户产生信息茧房，思想和行为

逐渐产生被控制的趋向。如果缺乏价值理性和把

关监管的算法推荐，会造成社会价值冲突。随着人

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教育者的主导性越来越受到威

胁，在未来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可能会被机器取代。

随着弱人工智能逐渐发展到强人工智能或超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实现了从无自主意识到自主

性学习、从被动利用到主动探索的转变”［13］。人工

智能逐渐发展到具有主体意识，能够独立做出思考

和行为，这引发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是否在

未来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类甚至取代人？机器可以

通过不断地深度学习，具备越来越高的自主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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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自主形成决策。如

淘宝、微博、小红书等等这些软件会根据使用者的

搜索、浏览记录进行定向推送，给使用者推送大量

类似的信息，会导致使用者的信息茧房。算法一方

面便利了人，服务于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在控制

着人，通过大量的喜好信息推送使得人离不开这种

“控制”。算法的服务和控制是同时进行的，机器在

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能动性。人类主体性的

独有特性在于思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

接近于人，这种人的独有特性可能会被打破。“当他

们感知环境并产生反应，当他们变得可以自组装、

自构成、自修复并且能够‘认知’的时候，它们越来

越像生物了，技术越复杂、越‘高技术’就越具有生

物性”［14］。人工智能的工作效率和应激能力非常强

大，可以取代很多的工作，在具有主体性特征后，可

以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这进一步加强了

人工智能对人的控制。当智能机发展到机器人以

及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来临时，是否会

引起人机大战，机器是否会战胜人并对人进行

控制。

（二）人VS机：人机冲突

在人机关系发展中，还存在很多的冲突和矛

盾。一方面，人机矛盾在于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冲

突。算法强大的功能冲击了人类的主体地位，教育

者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人工智能消解教

育者的主导性。人工智能和教育者共同合作，共同

承担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与教育对象进行互

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教育者更受欢迎。人工

智能根据每个用户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对受教育者

进行针对性教育，迎合和满足用户的需求。人工智

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得原先教育者的思想

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一部分让渡给人工智能。这在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降低了教育

者的主导作用。

人工智能传播社会意识形态，可能会带来意识

形态危机，甚至会扭曲用户的思想。人工智能技术

强大的数据集成容易使人产生技术依赖。网络上

的资源和信息非常多，教育者们会对网络资源进行

参考，可能会产生思想同化。人工智能的一些先进

手段，如通过大数据收集可以区分不同用户，通过

自动检阅、自动批改作业、自动评价等这些手段可

以很好地完成工作，这很容易让教育者产生惰性，

不愿再花时间去仔细了解受教育者。人工智能作

为主体对网民进行知识教育甚至可以培育价值观。

如果不加强教育者对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就会产

生意识形态危机。

另一方面，人机矛盾根源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矛

盾。“强者将机器变为利器对抗机器的操作者，弱者

因其无助感不断内化而更加无能为力，最终导致人

机关系冲突。”一些人利用机器谋取利益，导致信息

资源的不平等，使得人机关系相矛盾、冲突［15］。人

机矛盾表现在人与外在物化智力的矛盾，就是使用

者和设计者与管理者的矛盾［16］。在现实中，设计者

只是代表了一类人，他们的设计往往很难满足全部

使用群体，很难估计使用者的全部需求。管理者是

对网络进行管理，制定网络的制度和措施，通过这

些规章制度来规定使用者，与使用者也产生矛盾。

网络是设计者和管理者进行控制的，更多反映他们

的利益，忽视使用者的利益，表现为使用者的不满，

脱离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现实网络存在的问题，在

于人工智能背后的资本家由于利益的驱动，忽视了

真正的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

（三）人+机：人机协调

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

呈现协调发展的趋势。通过大数据、算法等先

进技术手段，人们的行为和喜好等能够被收集

利用，进而把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

动态，进一步进行针对性教育和疏导。人工智

能经过迭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再

局限于具体的时空，而是突破时域、地域，通过

大数据、智能化的教育平台，不断优化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构成的系统，使

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呈现尊重个体的能动性、创

造性的趋势。

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极大提高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人工智能的一些教学手

段代替了教育者的重复性劳动，让教育主体有

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创造性工作。借助

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

知识掌握程度、个人生活和学习能力水平、情

感需求、性格特点等有更充分的了解，从而可

以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开展更具亲和力和针对

性的教育，提供更合适更需要的学习内容。在

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可以和受教育者实现全面

了解、多方位认识，成为受教育者的朋友和伙

伴，拉近与受教育者的距离。人工智能可以帮

助教育者全面掌握需要传授的知识和实时跟进

知识的变化与更新，使教育内容更全面。人工

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极大极高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实现人与机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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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机关系

的应然状态

探索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

系到底会发展到哪个程度，根本在于坚守“以人为

本”的理念，坚持从实现人的价值出发，提高人的能

动性，以人的价值观来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正确认识机器的工具本性，实现人类智慧引导人工

智能，智慧思想政治教育超越智能思想政治教育。

（一）合理安置“机器”，实现机器赋能

“机器只能弥补人的某方面缺陷，提升人改

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而不能实现对人的全面

代替”［17］。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哪种程度，都不能

改变它的工具本性，都不能超越人的逻辑思维水

平。人工智能的功能和作用本质上都是人的设计

程序在起作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所设定的，

是从人的价值维度出发的。人工智能虽然具有如

此强大的算法功能，但是也只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辅助工具，发挥辅助作用，而不可能取代人。无

论是弱人工智能阶段还是未来的强人工智能阶段，

人工智能代替的只是人类的重复性劳动，是非创造

性的劳动，而不可能具有主体意识，本质上只是主

体的延伸。人类不断地发展技术，是为了让技术解

放人，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技术越先

进，代替人的重复性劳动就越多，人具有发展个人

能力、实现个人价值的时间就越多。人类发展技术

的根本目的是提升人、解放人，人工智能只能作为

人类能力的延伸。

人工智能背后是人作为操控者在控制技术，本

质上还是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的数据偏

好推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

和行为，但本质上还是受教育者个人的自觉的行

为。人工智能只是机器，是人的延伸，不具有主体

性，没有人的主体能动性。教育者利用人工智能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分担一些教育任务给机

器，机器在教育活动中起到中介、工具的作用，本质

上还是教育者发挥引导功能，对人工智能进行控

制。人工智能是人智力、能力的延伸，不具有创造

价值的功能，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本质上是人创造

性劳动的产物。人工智能代替的是人类非创造性

劳动，这种劳动依靠的是人类创造性劳动，人工智

能的发展依赖人的发展。

（二）坚守人的主体性，提高教育效能

人工智能根据大数据，提供个性化推荐和针对

性教育，准确掌握受教育者思想和行为，但是机器

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网络语言，没有真实的情感。

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是做人的思想工

作，思想工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

的真情流露。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需要

发挥教育者的主导性。比如一些幕课、学习通等软

件，通过录播课程的形式进行授课，不仅可以重复

听讲，而且面对的教育者是不受限的。但是录制的

课程就是固定的，教育者在这次录制的课程所讲的

思想和内容是不会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出现

不适应的情况。但是真实的教育者在每次授课所

讲授的思想都是不同的，会随着时代客观环境的变

化，结合自己每次不同的思考进行授课，这种火花

与感情的讲授是机器不能替代也不可能替代的。

在网络社会中的人机交互，本质上是人和在机器另

一端的人，是人和人通过机器进行交流互动。人的

主体性消解本质在于人自身，现实中的人没有发挥

能动性。如没有人工智能，人对父母的过度依赖，

也会影响人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并不是人工智能

代替人的主体性，才导致主体性消解的问题。

要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坚守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所

特有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

的，必须重视发展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

要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以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导力量，控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要不断

进行学习，提高信息素养和道德水平，减少对人工

智能的依赖。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人有更多时间

从事创造性劳动，可以掌握更强大的技术，为人的

提高奠定了基础。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时，要清楚

人工智能的工具地位，合理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人

工智能的赋能作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性。

（三）优化“人机关系”，达到和谐共生

“我们不能只考虑机器人的进化，不考虑自然

人的进化”［18］。人工智能是不断发展的，可以进化

到更高级的形态，拥有更强大的功能，甚至可以发

展到具有主体意识、独立思维的状态。但人也是在

不断发展进化的，人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高个

人的能力，通过不断挖掘来开发人的潜能。人自身

的不断进化、人机和谐发展、人机不断融合是人避

免被超越、替代、淘汰的前提。一方面，我们要不断

发展人的能力，以人的智慧引领机器的发展方向。

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是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

发展，体现出人的智慧。人工智能在不断发展，人

类智慧也在不断发展，人可以不断超越自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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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单单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担心人工智能会超

越人的发展，甚至会取代人的地位。“机器决定人”

这种说法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过度预想，人工

智能的发展取决于人类智慧，人工智能是否在未来

具有主体思维也取决于人。异化劳动的解放途径，

在于人的创造性劳动，机器越发达就能更好地解放

人类。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机融合的程度。只

有实现人机的协调发展，机器才会更好助力思想政

治教育。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我们要不断提高利用

机器的能力，将人工智能切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中介和工具。人机融合

在于人机不是绝对的对立，人机是统一的，机器通

过脑接口、芯片等形式与人相结合。人机和谐共生

在于机器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人类，人类的进一步发

展引领机器。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利益。“必须警惕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价值的僭越，时刻高扬‘人类

中心主义’的价值旗帜，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

的利益出发”。［19］我们要始终本着“以人为本”的理

念，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以人的利

益为出发点。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

解放服务的，人工智能越先进，越有利于人的提高，

人工智能只是人发展的工具和中介。要始终以人

的利益与价值是否实现来规定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强大的功能和作用为社会和人的发展带

来重要的意义，但是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服务和教育

只是客观的冷冰冰的解答，缺乏了人文关怀和有温

度的情感，难以达到全面发展的效果。因此，必须

要有人的情感进行引导，将人工智能与人更好地结

合，加强人机合作中的思想、情感关怀。算法的决

策和分析必须要加入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判断，避

免人工智能的全面决策，算法必须要在人的价值观

内运行。要将“以人为本”理念充分融入人工智能

的发展，实现人机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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