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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的
异化隐忧及其应对策略

引言

近年来，生成式 AI 对话机器 ChatGPT 同我国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

交相汇融。因产品的资本布控、算法局限以及青少年缺乏 AI 素养等多

方面原因，在主客体信息交换的过程中 ChatGPT 会对青少年产生多形式

的异化影响，使“为己之物”的人类智能对象化工具化为“束己之物”

的异己对抗力量。因此，探究新时代下 ChatGPT 对青少年的多重异化

形式，对藏匿在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可行的应

对策略，有助于引导新时代青少年树立正确 AI 观，合理运用 ChatGPT，

化解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的异化隐忧。

1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异化的表现形式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 Alienatio，是一个哲学概念，指的是主体

在发展过程中，被由自身活动所产生出的“外在于人”“独立于人”的

力量反过来统治自己。ChatGPT 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其生

成的内容会冲击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创新思维与知识储备，使青少年逐

渐陷入信念动摇、创造力缺失、知识体系混乱的泥潭，最终导致一开始

旨在提高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的智能工具变为与人类自身相分离、相

对立的负面力量。

1.1 价值观念异化隐忧：西方价值观渗透

以虚拟对话为产品特色的 ChatGPT 抓住了青少年依赖数字网络、倾

向虚拟表达、缺乏情感陪伴的特点，以丰富的语言情景为其提供“作业

代写”“情感交流”等服务，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与情感慰藉，模糊了

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使青少年放松警惕，这时天然带有价值偏见与政治倾

向的 ChatGPT 就会悄悄露出输出价值、歪曲认知的意识形态邪恶爪牙，运

用断章取义、刻意抹黑、恶意裁剪等手段，生成看似合理的数据与文字，

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传播，在反复

渲染和强化下把西方价值观念悄悄融进青少年认知框架，渗入内心深处，

扎根思想意识，使其在无意识中接受 ChatGPT 的推荐内容，动摇信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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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而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与

选择。

1.2 创新思维异化隐忧：精

神崇拜与行为依赖

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ChatGPT

强大的回答问题功能受到众多学

生崇拜，学生群体使用 ChatGPT

进行专业绘画、数学计算、论文

生成等，以完成学校所布置的各

项任务。然而，频繁地使用工具

代替思考会让青少年对 ChatGPT

产生精神与行为依赖，逐渐沦

为“答案搬运工”。一方面，青少

年会习惯于滞留在生成的直接答

案，而不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追

问，养成思维懒惰，失去创新动

力。另一方面，青少年若不加分辨

“CtrlC ＋ CtrlV” 技 术 生 成 内 容，

不参与知识的直接产生过程，只

吸收漂浮于表层的片面信息，则

会形成异化的新型知识获取形

式，失去思考活性。长此以往，

青少年会任由技术奴役。

1.3 知识建构异化隐忧：被

虚假错误内容误导

“一问一答”的 ChatGPT 常常

成为青少年默认的“百科全书”，

但对于青少年提出的问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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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回答大部分是在复述资

源库的已有答案，或是基于数字

计算得出的虚拟推理结果，但这

些信息既没有凝结人类的实践智

慧，又没有超越人类既有的知识

储备，甚至没有经过真伪辨别和

信息核对。“看似万能的 ChatGPT

也会出现胡编乱造、篡改历史、

计算能力差且具有政治倾向和价

值观偏见等问题。”[1] 在未经核

对和校验的情况下，不明真相的

人们很容易被 AI 生成的虚假信

息所误导，甚至添枝接叶地转述

给他人，而心智尚未成熟、知识

体系尚未定型的青少年们如果不

能以批判的眼光辨识机器偏见与

失真信息，而是一味将 ChatGPT

的答复视为“真理”，那么将在

无形中受错误信息的误导，损害

自身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固

化的错误思维模式，造成恶性循

环，长此以往，必然偏离正确的

认知轨道，影响个人终身的知识

构建，甚至在日后的实践工作中

诱发一系列问题。

2 ChatGPT 对新时代青少年异

化的生成机理

ChatGPT 对青少年产生的不

同异化形式分别根植于不同的生

成机理，通过探究生成式人工智

能对青少年异化的内在成因，可

以进一步多维度地揭示 ChatGPT

的本质特征、工作原理以及损害

青少年认知体系与思维模式的过

程，以便于进一步从不同层面采

取相应措施。

2.1 资本布控：嵌入意识形

态偏见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

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

互活动的产物”[2]。生成式人工

智能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脱离人类交往关系的自在客体，而是一种与

人类的交互行为处于相互交织的共生整体。“从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看，

技术从来就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3]。ChatGPT 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技

术存在物，背后的语料库以英文为主，由西方社会有影响力的机构、团

体和社交平台主导，是“资本逻辑”“内容生产”“价值输出”的有机结

合，因此不可避免地暗含西方价值体系，生来置身于意识形态竞争之

中，其自诩“中立技术”无非是为自身的隐形意识形态功能穿上了科技

化、合法化的“马甲”，使意识形态输出变得更加隐秘而已。ChatGPT

所输出的内容往往受到其所接受训练的数据的影响，若这些数据中存在

着意识形态渗透，那么 ChatGPT 会作出带有西方倾向和政治偏见的偏激

回答，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进而成为技术霸权

国单方面输出意识形态的数字武器。

2.2 精神崇拜：钝化主体思考能力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

对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曾产生过崇拜。如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引领了全球人工智能的热潮，其表现出的如神明一般的强大力

量成为人们新的崇拜对象。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的知识学

习能力与内容输出速度远超人类，加之新闻报道、舆论媒体、同龄人群

等对 ChatGPT 的多元能力与使用体验的感叹，把 ChatGPT 推上了至高

无上的“神”化地位，“神”化 ChatGPT 的力量实际上是对其工具本质

的彼岸化、抽象化、神秘化。然而，ChatGPT 始终不具备人的思维的主

观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只会使人们大量的工作不再需要独立思考，进

而钝化主体独立思考能力，逐渐把技术工具凌驾在主体之上，让本是

ChatGPT 创造者的人类被其奴役。社会对 ChatGPT 的“神”化让对未知

事物具有无限好奇心的青少年更容易对其产生“唯命是从”的极端力量

崇拜，并且不断向 ChatGPT 追问知识、答案。但是，过多地依赖数字工

具输出知识，会使急于求成的快餐式学习方式广泛传播，最终对青少年

的创新思维产生严重影响。

2.3 技术局限：生成虚假误导内容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4]。作为人类意识的对象化产物，ChatGPT 不具备人类特有的实践性，

无法判断所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因而常常会对主体的问题作出篡改事

实、胡编乱造的虚假错误回答。一方面，ChatGPT 的数据库没有时刻与

互联网相连，无法做到与实时数据完全相符，且即使数据库的数据全部

真实，也会生成符合数学模型运算和逻辑推理却是错误或虚假的信息，

并对其进行看似合理的论证，正如一些学者批判 ChatGPT 不过是“一本

正经地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类 GPT 产品往往高度依赖英文数据库，

无法充分理解汉语内涵，不懂得许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常识的东

西，从而作出望文生义的荒诞回答，倘若青少年没有对其提供的信息保

持警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验证，而是一味全盘接受，那么会被

片面、错误的信息误导而产生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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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对 ChatGPT 异化的应对策略

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因担心大学生沉迷 ChatGPT 的强大功能，将其

大量应用于完成课程作业，明令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然而，“一刀

切”式简单粗暴的禁止手段显然并不是最优解，对 ChatGPT 技术的管制

需要统筹客体、主体双重维度，通过技术优化、加强监管、理性辨识等

方法，在发挥 ChatGPT 技术效用的同时规避对青少年带来的潜在风险。

3.1 客体之维：补齐生成式人工智能短板，增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

主动权

（1）走独立自主技术之路，打造中国版 ChatGPT。

ChatGPT 归根结底从西方资本逻辑出发进行模型设计，敌对势力可

以轻而易举利用 ChatGPT 的技术霸权产生新的话语霸权以输出意识形

态。中国若既要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科技动力又不受制于人，就必须全力

自主研发类 GPT 产品。虽国内已有文心一言、豆包等 ChatGPT 同源产

品，但其在语言理解、内容输出等方面与 ChatGPT 仍有一定差距。因

此，中国应当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科技研发道路，不断深化对 AI

前沿技术的研究，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增加对 ChatGPT 同源技术研发

的经费支持，加速推广国内的类 ChatGPT 产品应用，在保证技术自主性

的同时培育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

（2）严格把关训练数据，提高输出内容的真实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模型质量和产出成果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

情况，应提高输出内容的准确性。一是选择高质量的语料库进行训练，

确保数据库的时效性、真实性。在保证语料库质量的前提下，扩充中文语

料库，并在模型研发中针对中文语言特点和需求开展优化，提高中文语言

模型的表现力。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

式和训练方法，提升机器对约定俗成的民间常识、网络热梗、专业术语

的理解能力，最大程度保证语义理解的准确性以及输出结果的合理性。

（3）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ChatGPT 类产品

相融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ChatGPT 同源技术可以成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

的力量，应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类 ChatGPT 产品的引领作用，为其设

置正确的价值原则，将人民需求、公共价值、人类幸福、共同富裕等主流

价值目标渗透在语言模型中，把道德观、责任感内嵌到 ChatGPT 技术的内

容生产中，引导青少年求真、向善、尚美，充分发挥 ChatGPT 产品在培

育知识、增进道德、温润心灵等方面的功能，真正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科技向善”“为民造福”的生产初衷。

3.2 主体之维：加强社会引导与监管，提高个人素养

（1）坚持教育引导，加强制度规范。

社会方面加强思想引导，开展对青少年人工智能伦理教育。高校应

在现有的课程设置中，加入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相关单元章节，通过理

论解析、实践演练、课堂互动等方式，系统化地为青少年讲述人工智能

的相关知识，使青少年端正对待 AI 的态度，明确使用 ChatGPT 提高学

习效率的方法，帮助青少年逐步树立以自主深思为基本，以科技工具为

辅助的创新意识和良好习惯 ；完

善法律体系，加大对 ChatGPT 大

模型的监管。政府应划定法律红

线，通过上层建筑的强制力量对

利用 ChatGPT 进行违法犯罪的活

动进行有力打击，对西方错误思

潮与有害信息进行排查与彻底铲

除，为我国对标 ChatGPT 产品的

发展和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2）提高数字素养，培育创

新思维。

新时代青少年应加强 ChatGPT

理论学习，自觉提高信息素养与

错误价值观的敏感度，用批判性

的眼光甄别 ChatGPT 生成的虚假

信息与意识形态偏见，主动形成

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责任感 ；利

用 AI 机 器 主 动 培 育 问 题 意 识，

激发创新精神，在正确引导与合

理使用下让 ChatGPT 担任“个人

顾问”，利用其上下文交互理解

语境的特色功能，学会提问，学

会追问，锻炼话语组织能力，提

高对提出问题语义表述的准确

性，并通过分析 ChatGPT 输出信

息的过程对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

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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