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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为机器立心

一、热点概述

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与担忧，如算

法的公正性、机器对社会伦理的潜在威胁等，在此背景下，“为机器立心”的理念应运而生。这一理念强

调要为人工智能注入人文之魂，使其拥有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服务人类。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大模型的局限性：以 ChatGPT 等为代表的大模型，虽具备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但缺乏明确的价值

体系，只能依据统计关联机械地反馈问题，无法理解话意背后的因果逻辑和价值链条，如询问其鱼香肉

丝的做法，它虽能给出菜谱，却不明白其中食材处理和火候调节的原因，也无法考虑不同人对口味的不

同价值取向。

“通通”的价值驱动优势：全球首个由价值与因果驱动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通通”，其打造

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拥有类人价值观，能自主生成任务，如根据自身“爱整齐”的价值观主动摆

正移位的相框，或依据“爱干净”的价值观主动擦拭撒在桌上的牛奶，体现了为机器立心后，机器在行

为决策上更贴近人类思维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优势。

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凸显立心的必要性：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网络暴力、“AI 换脸”等问题，以及大

模型如 ChatGPT 虽有超强技术演绎能力却无价值判断能力的现象，都表明人工智能在发展中若缺乏价值

引导和道德约束，易引发不良后果，从而论证了为机器立心，加强道德约束和治理规范的紧迫性。

2.道理论证：

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韩启德院士曾言“科技是车，人文就是刹车和方向盘，科技离不开人文”，形

象地说明了科技发展需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把握正确方向，避免失控，为机器立心正是将人文价

值注入科技的具体体现，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

人类与工具的关系演变：马克思指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人类的发展史是

与工具相互塑造的进化史，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变革推动社会发展，但同时也

有人担忧会被现代技术控制，因此在当下人与机器关系面临新挑战时，为机器立心是保持人类主体性和

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传统人文精神的指引：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等理念，为

处理智能时代人与技术、机器、他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引，从人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影

响，推动其更好地服务人类，是为机器立心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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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为机器立心”这一理念逐渐兴起。有人认为这是引导人工智

能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有人觉得这是过度担忧且难以实现的幻想。请谈谈你对“为机器立心”的看

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为机器立心”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我认为“为机器立心”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非是过度担忧或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步——意义：

从现实层面来看，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一些智能算法可能因数据偏差

而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像在招聘筛选系统中，由于训练数据多来源于特定性别或种族占优的群体，

从而可能对其他群体产生不公平的筛选结果。还有一些智能应用在信息传播方面缺乏价值判断，致使虚

假信息、不良信息肆意扩散，影响社会舆论环境和公众认知。这些现象充分表明，若不对人工智能加以

价值引导，其发展将可能偏离造福人类的初衷，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

从理论依据来讲，科技与人文本应相辅相成。正如韩启德院士所说“科技是车，人文就是刹车和方

向盘，科技离不开人文”。人工智能作为科技的产物，其发展路径需要人文精神的规范与指引。机器虽

无情感与意识，但它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规则和决策依据却可以被赋予人类的价值观。当我们为机器

“立心”，实际上是在设定一系列符合人类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和长远利益的准则，使其在处理信息、

做出决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能够遵循这些准则，进而与人类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第三步——担忧分析：

当然，实现“为机器立心”并非一蹴而就，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如何精准地将复杂的人类价值观转化为机器可识别、可遵循的代码和算法规则是一大难题。

人类的价值观丰富多元且具有模糊性和情境性，例如在面对两难的道德困境时，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人经

历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要让机器准确模拟这种灵活性和复杂性难度极大。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和价值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不同国家、地区、文化

之间存在差异，这也为“为机器立心”的全球协同推进带来了阻碍。

第四步——过渡：

但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努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科研人员在开发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时，应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将公平性、透明性、可解释

性等纳入设计要求。

第二，教育领域应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既懂技术又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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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价值。

第三，政府和国际组织应积极推动制定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标准，促进各国在这一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为机器立心”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虽然前路充满

挑战，但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有望使人工智能成为真正造福人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