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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介入劳动教育的前景呈现、潜在风险与纾解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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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成性人工智能 ChatGPT 一经出场，便迅速获得了全球用户的广泛使用和高度认可。该技术在

为人类日常生活和学习教育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智能依赖会弱化劳动观念养成，信息茧房会

淡化劳动理论学习，技术沉溺会简化劳动技能锻炼，规范失控会虚化劳动教育环境。这一系列隐藏在技术背后

的潜在风险必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教育领域，尤其是劳动教育领域。对此，需要凭借一种递进逻辑来寻求应对之策，

从而有效纾解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就要加强劳动观念引领，实现对错误劳动观念的精准

纠治；增强劳动理论学习，清理错误理论渗透的存在空间；注重劳动技能锻炼，筑牢抵御体力与脑力退化的身

体防线；优化劳动教育环境，加强对算法伦理监管的刚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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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研究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机器学习大数据深耕的最新成果——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应运而生，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更高阶的发展时代，实现了人工智能的角色由“辅

助工具”向“对话伙伴”的转变。ChatGPT 一经出场，便产生了极大热度的冲击波，在极短的时

间内活跃用户就突破了 1 亿人次，成为人类科技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 [1]。ChatGPT
所拥有的机器语言逻辑具备集成系统性知识和创新性劳动的可能基础，引发了教育领域和劳动领

域的深刻变革，日益成为劳动教育创新发展的关注点和方向标。因此在当前对 ChatGPT 介入劳动

教育的前景呈现、潜在风险与纾解之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正值效能：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前景呈现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

生产。”[2] ChatGPT 的爆火，将为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的智能技术介入劳动场域开辟新的“应

用前景”，其在生产劳动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改变传统的劳动内容与劳动方式，带来劳动本质复归、

劳动解放、劳动能力发展等正向效应，推动数字劳动迈入新的阶段，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探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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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的转型之路提供了新契机与新路径。

（一）赋能劳动理论教育

“人机协作、智能共享正激发、唤醒更强大的人类潜能。”[3]ChatGPT 的出现，实现了将大数

据纳入人类语境的奇迹，彰显了其背后强大的算法支撑。它可以通过存储的海量数据，在精准分

析不同受教育者所具备的劳动知识结构后，快速获取与生成多元化的劳动教育资源，提高劳动理

论教育的针对性，延伸受教育者的智能，从而激发受教育者劳动创造的潜能。一方面，ChatGPT
可以有效拓宽受教育者接受劳动教育的途径与内容，引导受教育者树立勇于创造的劳动观念。在

现实世界里，教育者们面对受教育者在劳动教育课程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无

法快速地给予最优的解答。但 ChatGPT 具备万物互联特征，可以汇聚海量劳动教育信息，捕捉受

教育者接受劳动教育的需求，实现数据的及时存储与快速读取，这使得各类劳动问题的答案与劳

动技能技巧的推介成为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取的资源。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受教育者在参与

劳动教育课程时所遇到的绝大多数难题都可以在其丰富而全面的语料库中获取最优答案。受教育

者还能够运用 ChatGPT 获取最新的、最感兴趣的劳动理论教育信息，实现劳动理论教育由“被动

灌输”向“主动选择”的转变，积极去学习不同的劳动方式。在一段时间的学习过后还能够利用

ChatGPT 的分析功能对自己的劳动理论知识的不足进行全面立体的分析，对自我的劳动理论知识

体系及时开展总结与反思，形成良性的劳动理论教育循环。这种富有针对性、及时性的劳动理论

教育模式，将成为一种新的灵感来源，促进受教育者形成敢想敢干、勇于创造的劳动价值观，使

受教育者在未来更好地开展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探索。另一方面，ChatGPT 可以实现与其他人

工智能技术的相辅相成、同频共振，辅助受教育者更好地进行劳动创造。在传统的劳动教育中，

对于那些较为枯燥的劳动理论，受教育者有时无法切身体会当时劳动的场景和劳动模范的劳动过

程，也就难以获得对所学劳动理论全面科学的认识。而 ChatGPT 介入劳动理论教育后能够以文本

或声音的形式随时随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答疑解难，并以情景再现、图像识别、虚拟成像等方式，

实现劳动教育的内容由“静态”向“动态”转变，使一个个劳动案例变得更加“鲜活”，让“想象”

成为“现实”，通过视觉刺激进一步激发受教育者的创新潜能，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

挖掘受教育者的劳动创新意识。当受教育者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劳动理论问题并提出自己对这些劳

动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之时，ChatGPT 能够运用其先进的数据分析及算法功能对这些见解进行回

应，并且能够通过虚拟成像等功能来帮助学生亲眼见到自己所提出的这些劳动理论问题的现实情

况，从而带给受教育者更加直观的理解。这些新鲜、直观、鲜活的案例展现可以有效增强新时代

劳动教育的亲和力与时代感，使受教育者加深对劳动的全面认识，解除错误劳动观念对劳动价值

的遮蔽，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更深入地了解为何要劳动乃至如何更好地劳动。

（二）助力劳动实践教育

ChatGPT 在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后，可以根据受教育者的需求，定制相应的劳动实践

计划和劳动实践教育内容，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及身体行为习惯等特点，搭建适用性更

强的辅助功能。在基础模型的迭代升级中，ChatGPT 进化得愈加富有智慧，更具“类人智能”，

发展出强大的“劳动实践能力”，这就使其能够更加实时地关注受教育者的特征，更好地适应受

教育者的行为偏好。根据每个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ChatGPT 可以对前期所收集到的劳动理论知

识进行归纳总结，根据不同受教育者前期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下一步劳动实践方案的设计，再通

过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对劳动实践过程的预演推理、劳动实践教育推进的针对性监管、劳动实践

活动的准确推送，为受教育者匹配有针对性的劳动实践支持服务，帮助受教育者更好地投身劳动

实践教育，从而更好地“因材施教”，帮助受教育者更有效率地理解与掌握先前所学习的劳动理

论知识，极大提升劳动教育效率。同时，ChatGPT 还可以更好地辅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本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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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劳动实践活动，这些原本对专业背景、基础、能力要求较高的劳动任务，在 ChatGPT 的辅

助下能够在短时间内化繁为简，将受教育者从费时费力、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及

时回复受教育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提问，为其更好地完成劳动教育任务赋能。

（三）增效劳动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是“系统搜集证据以确定学习者实际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确定学生个体变化的

数量或程度”[4]。一方面，ChatGPT 能够有效提升劳动教育评价的质量与效益。在 ChatGPT 的介

入下，教育者能够快速采集受教育者的外显学习数据，更好地了解劳动教育的过程。教育者借助

ChatGPT 的图像识别、语音分析、数据分析等多重功能，可以对受教育者参与劳动教育课程的全

景状况数据进行快速归纳、获取与整理，系统监测受教育者进行劳动实践的过程，以及课堂任务

完成情况、预习及复习情况等，精准掌控受教育者在参与劳动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盲点与不足，

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统一，及时跟踪、观察、反馈受教育者劳动素养的发展变化过程

和趋势。此外，ChatGPT 还可以支持劳动教育的教育者创建教育评价计划，搜集相关教育数据并

发表教育评论。通过 ChatGPT 介入，部分传统的教育评价业务将实现自动化，所获取的数据也会

充分地结合不同学生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育者日常的工作负担，有助于促进劳动教育评

价更加及时与科学合理。另一方面，ChatGPT 能够快速高效地将劳动教育评价反馈给受教育者。

ChatGPT 具有极强的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受教育者通过综合运用 ChatGPT 的功能，借助其自

适应学习系统，分析梳理自身在理论学习、技能锻炼和观念塑造方面的不足及改进的方案，进而“通

过算法让机器从大量历史数据中学习规律，自动发现模式并用于预测”[5]，积极开展人机、人际沟

通，找寻短板并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提升劳动教育效果。在以往的劳动教育评价中，受教育者

需要通过课程跟进或课程后经验交流等形式获得相关劳动教育数据，才能开展自身相应的劳动教

育评价，但在 ChatGPT 介入后，受教育者可以及时获取评价数据，弥补传统自我教育评价时效性

较差的问题。ChatGPT 作为一个多功能集合体，可以帮助受教育者随时随地下载与传送相关劳动

教育过程的关键数据，即时开展立体化统计量化分析，快速呈现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推送更加科

学合理且富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让受教育者全面而迅速地知晓自身劳动教育课程的学习现状。

在 ChatGPT 的加持下，受教育者将获得更多时间投入到新的劳动教育课程中来，这将显著提升受

教育者在未来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中的感悟与收获。

二、负值困顿：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潜在风险

“智能技术为时代注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带来了技术与工具理性的宰制。”[6] 辩证

地看，作为一种技术创新，ChatGPT 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劳动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其

在为未来的劳动形态与劳动教育领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可能也会为劳动教育领域带来诸多风

险与挑战。在 ChatGPT 爆火的当下，对其介入劳动教育的潜在风险与挑战及时进行审思刻不容缓。

基于其存在的智能依赖、信息茧房、技术沉溺、规范失控等潜在风险，我们可以从劳动观念养成、

劳动理论学习、劳动技能锻炼、劳动教育环境等方面予以重视。

（一）劳动观念因 ChatGPT 深度依赖而弱化

一方面，ChatGPT 可能导致受教育者产生“智能”依赖，消解受教育者的劳动主动性。受教

育者的劳动主动性主要体现在经过劳动教育后，受教育者能够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劳动

价值观并在日后积极投身于劳动活动之中。但由于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辅助性劳动，可能会在

受教育者心里形成劳动的“存在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受教育者的劳动主动性。ChatGPT
具备了非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功能，可以为受教育者生成劳动教育的学习与教学资料，智能回答

受教育者随时提出的问题，只需要进行简易的操作，受教育者就可以轻松且快速地完成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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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所布置的作业。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在给受教育者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使受教育者亲

身进行劳动思考的机会减少。长期的日复一日的“投喂式”劳动知识学习方式，会造成受教育者

参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主动性与好奇心逐渐弱化的情况，导致受教育者智能依赖加深、主体性丧失，

出现完全依靠机器来进行劳动，这使得受教育者不愿意再面对劳动，劳动主动性开始退化，甚至

出现劳动玩乐化、消遣化的现象，最终会导致劳动精神的虚化。根据 ChatGPT 近期在教育领域应

用的初步表现来看，“其会引发学生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论文剽窃等问题，这无疑是对传统学

校教育秩序的一种破坏”[7]。倘若学校和教师难以发现此类行为，极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的现象，

使得受教育者会彻底“迷信”于 ChatGPT 的非凡功能，更加接受与习惯于“机器换人”的现象，

开始慢慢地不再进行思考与实践，过于依赖技术带来的变化和技术的应用，劳动的本质趋于丧失，

助长不愿劳动、不肯劳动甚至是劳动无用的心理。

另一方面，在对 ChatGPT 的智能依赖下，受教育者的劳动创造精神可能会被弱化，丧失劳动

创造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前，“创造”通常被视为人类的独有技能，但在 ChatGPT 横空出

世的今天，机器和系统已经可以直接进行“创造”。人们如果习惯了依靠 ChatGPT 进行劳动创造，

是否会丧失进行劳动创造的机会，是否会逐渐失去人类所独有的技能，是否会对自身思维方式的

全面且健康发展不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传统的劳动过程中，人的大脑也在不断地

进行思考乃至想象，这一过程可以助推人的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双重进步，助推受教育者创造力的

发展，但随手可得的答案将迎合大脑追求“快感”的特征，使之沉迷于“走捷径”，拆解了人展

现自身创造力的“舞台”，从而会打断受教育者创造力的进步。在日后的工作之中，受教育者的

劳动创造能力将逐渐丧失，最终导致劳动创造观的丧失。

（二）劳动教育因 ChatGPT 信息茧房而淡化

“信息茧房”一词在 2006 年被首次提出，主要“用来比喻信息传播中受众用户在海量信息

中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和悦己的主题，排斥或无视其他的观点与内容，如同作茧自缚的蚕”[8]。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离不开强大的算法推荐功能作为支撑，

ChatGPT 在劳动教育领域的运用无法避免算法黑箱与知识盲区现象的出现。受教育者在运用

ChatGPT 进行劳动理论学习时，ChatGPT 所生成的结果在内容上可能已经被进行过分类与“过滤”，

往往只显示符合受教育者审美偏好的信息。长此以往，受教育者仅能看到 ChatGPT 根据其自身“画

像”所生成的劳动理论知识，但对劳动理论知识的生成背景、理论内涵，以及如何去应用则难以

更深层理解，自身将不断深陷于同质化信息的围困里，获取知识的内容与类型也会大大衰减。并且，

ChatGPT 所生成的劳动理论知识信息来源主要以云端劳动理论知识数据库为主，受教育者所学的

劳动理论知识将空前丰富和庞杂，同时也面临着理论知识内容碎片化、新鲜度不够与真实性存疑

等挑战。如果云端劳动理论知识存储较少或前沿性不够，则很大程度上会使得 ChatGPT 输出的劳

动理论知识缺乏有效的联结、融合与统整，部分生成的劳动理论知识缺乏理论来源，甚至存在编造、

虚构、无法查询、不可解释等问题。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技术主导下的受教育者偏好固化又让这

些非正常的劳动理论略带迷惑性，使真正的劳动理论知识难以跨越“信息茧房”的阻隔进入受教

育者视野与思想认知体系之中，导致受教育者处于“坐井观天”的错误境地。因此，如不进行及

时合理的筛选，ChatGPT 所生成的具有事实性错误的内容则会对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产生诱导和误

导，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判断与选择。

（三）劳动技能因 ChatGPT 技术沉溺而简化

ChatGPT 通过对人的“赋能”将人的实践与思考能力推向了新的高度，但由于其对人的体力

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广泛替代，又将会给人带来难以容忍的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双重退化。ChatGPT
介入劳动实践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将传统的实践场域窄化在智能设备中，在“技术至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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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驱动下，受教育者沉溺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福利”之中，从而简化劳动技能锻炼，使大脑

与肌肉的生产消耗大大减少，导致大脑与身体、造成智能与体能的分离。

一方面，ChatGPT 可能存在技术“算法”简化脑力思考过程的风险，导致受教育者出现脑力

劳动的退化。随着ChatGPT技术的进一步升级，催生出功能更加强大便捷的脑机融合的人机合成体，

它在受教育者参加劳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依据受教育者的需要与喜好将网络文本数据中的

海量内容经筛选后精准“投喂”给受教育者，极大地缩短受教育者思考的时间与过程，毫不费力

就能使受教育者得到短暂且愉悦的刺激，长此以往将会使受教育者沉迷于快速获取信息的快感之

中，同时也会为 ChatGPT 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实施潜移默化的规训提供了空间。如果放任受教

育者将记忆活动与运思活动“委托”给技术，则会深刻地改变受教育者的思考方式，从而会渗透

其脑力劳动的走向，对受教育者的脑力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ChatGPT 等数字化技术可能减弱受教育者的具身化经验，走向“脱实向虚”，

导致受教育者出现体力劳动的退化。劳动教育是“身心合一”的教育，身心合一需要通过身体与

大脑的交互协作来实现。在传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者通过过滤、整合所学的劳动理论

知识来实现劳动实践经验的阶段性积累，从而指导自己未来更好地进行劳动。而受教育者通过

ChatGPT 所收获的劳动实践经验是经过加工的“二手资料”，并且劳动实践活动也呈现出“去身

体化”的特点，“线上”时间侵占了“线下”活动时间，长期的“线上”活动造成身心相分离，

也就会使得自己的身体以及劳动实践经验被“稀释”。受教育者长期处于虚拟的劳动场域中，其

实实在在地出力流汗、身体力行的机会被逐渐缩减，虽看似体力劳动的强度有所降低，但其日常

生活也将全权委托给了技术，隔断了身体通往生活世界的道路。受教育者身体的完整性将被技术

所割裂，其基本能力和自然属性在逐渐弱化，不自觉地从社会场景中被抽离，认知和实践面临断

裂风险，不利于受教育者体力的发展。

（四）劳动教育环境因 ChatGPT 规范失控而虚化

ChatGPT 介入教育领域尤其是劳动教育领域后，教育主管部门数据与话语权即将面临的挑战

将十分严峻，“伴随着输出语言的高度拟人化，想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真伪分辨极其困难”[9]。随着

资本的介入与冲击，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地位也将面临严重危机，相关规范的失控也将严重虚化

当前的劳动教育环境。

一方面，刚性约束不足将严重削弱劳动教育的话语权。随着 ChatGPT 相关产品的迭代升级，

其所生成及推送的带有消极与偏向性的劳动观念内容，要被相关监管部门及时发现有一定的困

难。与此同时，当境外敌对势力利用 ChatGPT 等平台介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中来，并计划以劳动

理论教育内容推送带有明显偏见色彩的言论时，庞大的数据体量会造成不小的监管压力。若教育

主管部门及相应网络监管部门无法对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的教育环境及时进行干预，并对

ChatGPT 生成与推送的内容及时进行筛选，这种由于对 ChatGPT 刚性约束不足而在受教育者当中

大量散布不良言论的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为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风险。并且，作为西方话语体

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延展，ChatGPT 所推送的相关信息在有的时候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存在隐

形渗透的危害，这将严重削弱官方解释的说服力。随着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持续深入，是否

会为西方宣传其劳动理论及巩固其话语体系下的劳动价值观提供便利等问题，需要我国教育管理

部门与网络监管部门进一步关注。

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将破坏劳动教育公平。数字鸿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矛盾在数字时代的集

中反映，其在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的实质是由于不同地区、学校及学生之间对信息、网络

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接受劳动教育的内容不均而

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接入沟”与“使用沟”之间的不同 [10]。虽然网络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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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但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各学校的师资储备、应用设

备质量与数量、网络服务器运行速度等在不同地区尚有差异，以及付费教育项目的多少等等都可

能会造成受教育者在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各自所享有的教育服务与教育内容并不相同的现象，

即家庭背景较好、所在地区发展程度高的受教育者将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服务与教育内容，反之则

将难以获得相同的教育服务与教育内容，这种数字鸿沟将会导致严重的教育不公平。

三、突破路径：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潜在风险的纾解之策

当下，ChatGPT 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热潮势不可挡，面对它的强势来袭，我们不能否认其可

能在劳动教育领域中有大作为，但也不能忽视其对劳动教育产生的潜在风险。因此，如何纾解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潜在风险，必须深刻认识其所衍生出的诸多背离现代教育本质和遮蔽人

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问题，在 ChatGPT 发展浪潮中把准劳动教育的实施方向。为此，需协同加强劳

动观念引领、增强劳动理论学习、注重劳动技能锻炼、优化劳动教育环境，以实现对错误劳动观

念的精准纠治，清理错误理论渗透的存在空间，筑牢抵御脑力与智力退化的身体防线，加强对算

法伦理监管的刚性约束，为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蓄力赋能，更好地推进劳动教育数字化的高质量

发展。

（一）加强劳动观念引领，实现对错误劳动观念的精准纠治

劳动观念决定了人们对于劳动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加强劳动观念引领，实现对错误劳

动观念的精准纠治，是纾解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潜在风险的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正确

劳动观念的引领下，积极促进各方力量的同频共振，及时掌握错误劳动观念的总体概貌和实时动

态，为精准纠治错误劳动观念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教育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引领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对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意识、助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11]。当前，劳动教育的教育者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客观、辩证、理

性地分析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劳动观念的存在样态，弄清其生成的现实原因。

同时，要善于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给劳动教育带来的冲击性。ChatGPT 可以并且应该介入劳动教育，

但不能凌驾于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之上，要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动态统一。此外，教育者

还要针对因智能依赖所导致的受教育者参与劳动和学习的主动性与好奇心的弱化，积极运用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进行及时回应，重塑受教育者的求索与求是精神。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层面对错

误劳动观念的持续批驳，重塑受教育者的劳动创造精神。社会各界对错误劳动观念进行及时批判

是维护正确劳动观念的重要支点，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教育对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之后劳

动观念正向引领的重要作用。对此，要充分发挥党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在

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做到主动“在线”、勇于“亮剑”，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抵制劳动无用论等

错误言论和观念在日常文化生活空间的弥散，合理地运用 ChatGPT 增强正确劳动观念在整个社会

媒体宣传中的变量权重，通过 ChatGPT 的辅助更好地讲好劳模故事、传承好劳动精神、鼓励劳动

创造，营造全社会崇尚劳动的氛围，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受教育者，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

树立敢想敢干、敢于追梦的劳动创造精神。

（二）增强劳动理论学习，清理错误理论渗透的存在空间

传统的劳动理论呈现出枯燥单一的特点，与受教育者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相背离。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教育者要结合新兴技术在劳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积极

探索劳动理论的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实际需求的精准契合，不断扩大劳动理论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彻底清理错误理论渗透的存在空间。一方面，教育主体要科学构建劳动理论教育内容。教育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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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hatGPT 融入受教育者学习与生活的背景、如何更好地利用 ChatGPT 进行相关的劳动理论知识

传授以及对当代人生存的挑战作为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科学构建劳动理论教育内

容是破解错误理论渗透的重要途径。首先，要注重发挥 ChatGPT 在继承和创新传统劳动理论教育

中的载体作用，为劳动理论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呈现形式，教育者应及时充盈 ChatGPT 的语料库，

以便其能更全面地向学生讲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人文底蕴的劳动理论。其次，教育者要

运用 ChatGPT 借鉴他国科学技术进步实例来实施劳动理论教育。教育者要积极引导受教育者在人

类科学技术进步中透视世界格局走向、认清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形势，从而深刻理解在当下为什么

要依靠大家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后，教育者要立足长远，把握数字时代劳

动的深刻内涵。教育者要引导受教育者真正体会智能技术发展的当下形态，了解 ChatGPT 迭代升

级对劳动的影响，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时刻警惕数字劳动异化的意识，并要积极激发受教育者参加

劳动理论教育的热情，给受教育者讲清楚讲明白，技术的发展对人的劳动只是“互补”而非“替代”。

另一方面，教育者要运用 ChatGPT 高超的信息匹配能力分众化传播劳动理论。面对不同地区、不

同年龄段且具有不同特点的受教育者们，教育者要采取更精准的理论传播方式。马克思指出，“我

们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12]。因此，教育者要通过 ChatGPT 更加科学合理地区分不同教

育对象，有针对性地选取与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和问题困惑等不同客观现状相匹配的劳动理论知

识，实现快速分众化内容定制。ChatGPT 的快速发展使得劳动理论可以更好地匹配不同受教育者

的求知需要，也使得教育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受教育者对于所学劳动理论的个性化需求，

有效提高未来劳动理论教育的效果。

（三）注重劳动技能锻炼，筑牢抵御体力与脑力退化的身体防线

ChatGPT 将传统的劳动实践场域窄化在智能设备中，使得劳动技能场景“搬”进了虚拟空间，

虚拟劳动场景虽能模拟劳动教育情境，但不能代替现实的劳动世界。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之后

教育者依然要构建真实劳动世界和虚拟劳动世界相整合的具身化劳动实践体系，使其回归生产性。

一方面，要立足真实世界的劳动技能锻炼，筑牢抵御脑力退化的身体防线。随着 ChatGPT 的

介入，教育者首先要将受教育者带到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参与到智能生产、智能服务等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的劳动中，从而把握运用 ChatGPT 进行体力劳动的复杂性和创新性特点。ChatGPT 介入

劳动教育重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想象力与应用新技术进行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受教育者在参与

真实世界的具身性劳动实践中实现手脑并用，达到“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13]。其次，教育

者要开展更加多元化的 ChatGPT 辅助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实践，包括 ChatGPT 技术的深度应用、

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实践、创新创业教育等，让受教育者在 ChatGPT 应用的劳动场景中积极“上手”

参与原创性、探索性的劳动实践，培育受教育者创造性劳动能力。最后，教育者要引导受教育者

运用 ChatGPT 技术开展服务性劳动实践，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认识运用 ChatGPT 技术进行劳动的

特征，让受教育者在手脑并用、身心交融的真实劳动世界的实践中，体悟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升华积极的劳动情感，追求劳动最美丽的精神力量，领悟劳动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要开展人机协同的劳动实践，筑牢抵御脑力退化的身体防线。为避免劳动技能教

育因技术沉溺所导致的新异化，劳动技能实践的设计与实施过程要始终秉持“主体至上、身心一体”

的原则。首先，要搭建科学实用的数字劳动实践教育平台。教育主体应在具身认知理论、沉浸式

理论等教育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搭建科学实用的数字劳动实践教育平台。该平台所开展的劳动实

践活动要具有直观具象、多感官交互的特点，实现线下劳动与线上劳动的相辅相成，更好地引导

受教育者在人机协同的劳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独特魅力。其次，教育者在劳动实践指导中，要注

重促进受教育者虚拟劳动实践与真实生活和劳动世界的关联互动，激发受教育者动手创造、自主

探究的兴趣，培养受教育者的综合分析、勇于创新的能力，全面提升其劳动智慧。教育者要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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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能技术的交互优势，围绕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引导受教育者及时分享实践体悟、经验和成

果，纠正劳动价值观念的偏差，增进交流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交流分享的质量和深度，

帮助受教育者进一步实现智力的全面发展。

（四）优化劳动教育环境，加强对算法伦理监管的刚性约束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是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新型劳动教育模式。一个好的劳动教育环

境对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有利于其应用前景的充分展现。劳动教育环

境的良好优化，加强对算法伦理监管的刚性约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

有关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重塑新型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有效防控算法伦理风险的

多维合力，为劳动教育在智能时代更好地实现其育人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要提高伦理失范成本，强化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研发者的风险防控意识。其一，

要完善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此来提高 ChatGPT 技术研发者与运营者

的伦理失范成本，维护 ChatGPT 技术应用教育市场的良性竞争环境。完善 ChatGPT 介入劳动教

育的准入机制，一方面是要支持和鼓励既具有创新能力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ChatGPT 研发机构进

入劳动教育领域，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高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大资格审查力

度，将遵循伦理规范作为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地提高准入标准，严把准

入关。其二，要针对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建立专门的伦理审查机构，实施严格的伦理审查

制度。基于国内外 ChatGPT 介入教育领域伦理风险防控的成功经验，我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和相关

网络监管部门也应自上而下地建立起 ChatGPT 技术伦理审查机构，通过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构来

为 ChatGPT 更好地介入劳动教育领域保驾护航。其三，要通过提倡职业道德、加强社会监督来提

高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的伦理失范成本。除了加强对专业机构的准入与审查工作外，我们

还要加大宣传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的正负面影响力度，将与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伦

理问题类似的典型科技伦理失范案例编纂成册并出版发行，以此来警示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

域的研发者，切实强化他们的伦理风险防控意识。

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弥合“数字鸿沟”。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是规范 ChatGPT 介入劳

动教育领域存在“数字鸿沟”现象的道德保障、是促进该技术健康发展的重要渠道，但是我们也

不能因此而忽视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不断提高教育资

源的平等分配，加大投入，提供专项经济支持，通过多种途径科学弥合“数字鸿沟”，从而确保

每位受教育者都能获得适当的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条件。其一，要广泛开展教育领域的数字技能

培训。教育主管部门要运用好学校这一教育平台，通过开展数字技能主题宣讲会、实践操作培训

会，以及相关主题活动周、活动月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地拓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加数字技能培

训的机会与途径，不断提高他们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其二，要鼓励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多

样性。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后，教育活动的开展形式不仅仅是在线学习，也可以是远程教学、

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教育者要引导受教育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此外，教育主管部门要

科学构建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教育内容，并推动教育内容的开发与共享，满足不同受教育者

的学习需求。其三，社会各界要加大对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合作与支持。社会各界应积极参

与数字劳动教育，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减少在教育领域的付费内容，构建 ChatGPT 介入劳

动教育的合作机制。对于信息发展相对较弱的地区，相关研发企业也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加

大对偏僻地区及弱势群体的保障与扶持力度，与政府部门共同增进信息落后地区的数字化程度，

夯实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实践基础，从而降低“数字鸿沟”现象的消极影响，实现 ChatGPT
介入劳动教育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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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Prospects, Potential Risk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of 
ChatGPT's Involvement in Labor Education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generative AI ChatGPT has rapidly gained widespread use and recognition from global users. While the technology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daily life and learning, it also poses many challenges. For example, intelligence dependency weakens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concepts, information cocoons downplay the learning of labor theory, technological addiction simplifi es labor skill training, and lack of 

control devalues the labor education environment. Hence, the series of risks hidden behind the technology will profoundly affect our education 

sector, especially labor educ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a progressive logic needs to be used to seek mitigation strategies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risks resulting from ChatGPT's involvement in labor education. This entail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labor concepts to achieve 

correction of specifi cally targeted erroneous labor concepts, reinforcing the learning of labor theories to clear spaces infi ltrated with erroneous 

theories, emphasizing the training of labor skills to consolidate a physical defense against physical and mental degene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labor 

education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the rigid constraints on algorithmic ethics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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