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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驱动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AI)技术展现出赋能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巨大潜力。

本研究聚焦民族地区教育短板，深入探讨AI在缓解师资匮乏、提升教学质量方面的独特价值与现实逻辑。

通过系统分析AI赋能的价值定位、技术效用及关键制约因素，研究提出以教师主体性为核心，融合工具

创新、能力构建、平台整合、制度激励四大维度的协同优化路径，旨在构建适应民族地区特征的可持续

教师专业发展生态系统。研究发现，技术赋能的有效性根植于系统性支持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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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ing educational chan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to empowe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
cuses on the educational shortcomings in ethnic regions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unique value and 
practical logic of AI in alleviating teacher shortage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By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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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value positioning, technological utility, and key constraints of AI empower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path centered on teacher subjectivity, integrating four 
dimensions of too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ilding, platform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sustainabl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co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regio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empower-
ment is roo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atic suppor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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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全面实施，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

要突破口[1]。教育数字化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然而，在民族地区，地理阻隔、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叠加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与高水平师资结构性短缺

的困境，导致其教育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其他区域，构成制约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区域性难题。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视角。其在个性化教学支持、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教研模

式创新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为弥补区域差距、提升教学效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

民族地区为切入点，旨在深入探讨 AI 技术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价值内涵，系统剖析技术适配过程中

的制约因素，并据此提出可落地的多维解决方案，力求为加速民族地区教育公平与优质发展提供理论洞

见和实践参考。 

2. AI 赋能教师能力提升的价值内涵 

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独特障碍方面展现出显著价值，并正在重塑教师能力

提升的效能模式。其核心价值内涵具体体现在对教师以下五个关键能力维度形成的强大支撑作用上。 

2.1. 精准教学：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公平内核 

在民族地区教育实践中，教师常面临双重复杂性挑战：一方面，班级规模差异巨大，从几十人的超

小班到人数众多的超大班不等，统一管理的难度陡增；另一方面，学生群体通常具有显著的文化与语言

多样性背景，学习风格、知识基础及认知能力往往存在深刻差异。传统的“普适性”教学模式在此情境下

极易产生“水土不服”，难以精准回应每个学生的独特学习需求，造成因材施教的困局。针对民族地区

班级规模复杂、学生文化背景多元带来的因材施教挑战，AI 的价值在于赋能教师精准实施个性化教学[2]。
通过大数据分析，AI 可精准识别学生在学习风格、知识掌握、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基于此，AI
能为教师提供科学的差异化教学策略建议，显著提升教师精准应对学生多样性、实现个性化教学的能力，

有效减少“一刀切”教学模式，彰显其破解教学普适性难题的核心价值[3]。 

2.2. 数据驱动：奠定教学决策科学化的坚实基础 

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中，教师的教学决策往往高度依赖个人经验、直觉判断以及有限的课堂观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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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验主义”模式虽有其价值，却也容易受到主观偏好、记忆偏差和有限样本的束缚，限制了教学行

为的精准优化与持续改进。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正从根本上推动着教学决策从经验依赖范式向科学

客观的数据驱动范式深刻转型。以 AI 助教为代表的智能教学工具，具备强大的感知与分析能力，能够自

动化、无感化地捕捉课堂生成的海量关键数据，甚至是细微的非言语交流信号等，并将这些原本碎片化、

隐性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4]，形成清晰、可视化的课堂图谱。这为教师提供的不仅仅是数据的罗列，

而是深入提炼后的客观教学行为分析报告，精准识别出模式、趋势与潜在问题点，并基于教育科学规律

和学习理论，生成可操作的个性化优化建议，从而进行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优化。 

2.3. 协同教研：突破地域壁垒激活教师集体智慧 

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导致跨校交流困难，优质资源稀缺且分散，同行间缺乏深度对话与协同成长的

机会，极大地制约了专业发展水平。人工智能驱动的智慧教研平台，以其强大的互联与智能内核，成为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力量。AI 驱动的智慧教研平台突破物理距离限制，有效连接不同地域的教师群体。

平台汇聚、共建、共享教研资源并实现精准推送，支持构建以优秀案例为核心的同侪学习环境，有力促

进了跨区域教师深度专业对话与协同成长，彰显其消弭地理隔阂、激发集体智慧的价值内核。 

2.4. 文化创新：赋能本土化课堂变革的核心动能 

AI 作为推动教学创新的核心引擎，通过强大的信息处理与生成能力为教师提供关键的“技术杠杆”，

高效破解其在探索项目式学习、任务驱动等新方法时面临的资源整合耗时、本土化情境设计困难等瓶颈。

它不仅能智能化汇聚与筛选线上线下多维资源，大幅减轻教师负担；更能便捷生成融入当地民族文化的

学习情境与互动活动设计，将地域特色转化为教学创新的活水源泉。这一赋能显著激发了教师的创新活

力与实践信心，驱动课堂形态从传统灌输向开放、创新、富有文化生命力的方向深度转型，充分彰显其

在加速教育模式革新与促进文化活态传承中的双重价值。 

2.5. 内生发展：构建教师自主持续进化的支持生态 

AI 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起个性化、可持续的闭环式成长机制，有力支撑教师在复

杂教育环境中实现自我导向的终身发展。依托智能学习管理系统，AI 通过对课堂表现、学生反馈等多维

数据的深度分析，精准诊断教师个体的能力短板与发展需求，并据此动态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精准推

荐适配的模块化资源。教师在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过程中，平台同步深度整合其学习轨迹、教学实践成

果及反思心得，自动化生成并持续更新全景式专业“数字画像”[5]。这一过程形成高效运转的“智能诊

断–按需学习–实践验证–反思提升–持续改进”闭环，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清晰、可追踪的成长图谱，

更搭建起支持能力持续进化、应对未来挑战的长效保障体系，标志着教师专业发展从被动接受培训迈向

主动内生性成长的深刻转型。 

3. AI 赋能民族地区教师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为民族地区教师能力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但其在推广与落地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

实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不仅阻碍了 AI 技术的有效应用，也影响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1. 设备短缺：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应用 

民族地区多数学校尚处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基础设施短板成为阻碍 AI 技术落地的首要瓶

颈。核心问题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网络条件恶劣，带宽不稳定、速度低下、覆盖不足，导致依赖实时

数据传输的 AI 教学应用运行困难；二是智能终端设备整体性匮乏与落后，教学所需的计算机、平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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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互动屏幕等设备数量严重不足且普遍陈旧过时，性能不足以支撑 AI 平台的运行要求。与此同时，具备

现代化硬件环境的“智慧教室”比例极低，众多乡村学校仍主要依靠传统教学设备。这种网络保障乏力

与智能硬件缺失的“双重困境”，使得先进 AI 教育工具难以部署和常态化使用，许多学校陷于“看得到

先进理念、听得到成功案例、却用不了核心功能”的窘境，严重制约了技术赋能教学潜力的释放，加速

推进网络覆盖升级与智能设备普及成为当务之急。 

3.2. 素养短板：教师能力与信心双不足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其 AI 技术的应用能力与意愿是决定赋能成效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民族地

区，许多教师对 AI 的核心概念、教育价值及应用方法普遍认知模糊，且严重缺乏系统化的 AI 教学应用

培训经历，导致操作智能工具、分析教育数据等基础能力不足存在技术焦虑和使用排斥现象。部分教师对

AI 技术存在畏难情绪，因不熟悉或习惯传统模式而缺乏对相关工具的理解和使用意愿，影响技术融合教学

的有效性。此外，教师工作负担重，缺乏时间与动力主动学习 AI 相关知识，也限制了其技术能力的提升。 

3.3. 理念滞后：AI 认知片面阻碍融合 

当前民族地区部分教师对 AI 技术价值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其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浅层功能，尚

未充分认识到其对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以及评价体系变革所能引发的深度影响[6]。部分学校在

引入 AI 时，也仅将其视为现代化教育的“符号化标签”或“表面装点”，用于形式化的展示或评估，而

非从根本上推动教育理念更新与育人模式的重塑。这种普遍的认知局限与技术应用的“表面化”，直接

导致 AI 无法有效赋能教学的核心环节——无法驱动学生高阶思维培养、个性化发展等深层育人目标的实

现。其结果不仅造成宝贵技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甚至可能因简单叠加传统模式而徒增教师负担，背离

了技术赋能的初衷。 

3.4. 结构失衡：师资短缺叠加流动困局 

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在结构上面临显著挑战，严重制约 AI 教育应用的有效推进。核心问题表现为两方

面：其一，专业结构失衡，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等 AI 相关学科的专任教师严重匮乏，导致系统缺乏专业

的技术支持和实践指导力量，难以保障 AI 平台的日常维护与深度应用；其二，整体数量不足且稳定性差。

虽然部分青年教师具备较好的数字素养基础，但普遍存在高流动性问题，职业归属感较弱，使得教学经

验与数字化改革成果难以有效沉淀积累，削弱了持续推动力。加之部分学校依赖临时性或非专业的代课

教师，进一步拉低了整体的技术应用水平与赋能效果的持续性，亟需构建稳定且具备专业能力的核心师

资力量以支撑 AI 赋能的深化。 

3.5. 生态薄弱：协同缺位导致支持乏力 

AI 赋能民族教育成效依赖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共进，然而现实中多维断裂显著阻碍了效能释

放。在学校层面，管理缺乏数字化视野与统筹能力，难以有效整合内部资源进行系统性规划。在家庭层

面，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家校协同之困：大量学生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实际监护的祖辈对 AI 教育既认知空

白又技能匮乏，无力提供任何技术支持，部分家庭连基本通信(如视频通话)都勉强维持，AI 辅助学习沦

为“空中楼阁”。社区则作为应有关键补充力量严重缺位，未能搭建支持性环境或组织基础培训。这种

校家社三重协同链条的深度断裂与失效，从根本上削弱了 AI 赋能的整体效能及其落地的可持续性。 

4. AI 赋能民族地区教师发展的实施框架 

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其成效不仅仰赖技术本身的持续进步，更需构建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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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机制与支撑生态。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有效落地与深度应用，亟需

构建一个由培训赋能、平台支撑、协同增效、政策护航等多层次、多维度要素联动的实践框架。 

4.1. 创新培训机制：精准提升教师 AI 素养 

针对民族地区教师普遍存在的数字素养短板，应构建以教师真实需求为中心、以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为导向的 AI 素养培训体系。在模式创新上，需大力推行“线上微课程学习 + 线下场景化实践 + 专家伴

随式指导”的混合式培训模式，并将培训内容高度聚焦于人工智能在教学核心场景中的应用实操，切实

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在内容适配方面，培训资源与案例设计必须尤其强调本地化与民族文

化融合，着力开发一批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贴近民族地区教育教学实际的典型教学案例，以有效增

强教师的亲切感、认同度和主动使用意愿。 

4.2. 强化平台支撑：建设区域智能教育中枢 

依托国家及区域“教育大脑”、“智慧校园”等重大工程，构建功能完备的区域级人工智能教学资源

共享与支持平台。该平台需整合课程资源库、教学数据分析引擎、智能教学辅助工具、在线培训模块及

区域教研互动社区等核心功能，形成一体化支撑生态；强化双语(多语)教学资源开发、全学段适配及本土

化优质内容生成与应用的定制能力；建立“政府主导、企业支撑、高校协作、学校参与”的共建共享机制，

切实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对智能教育资源的获取、应用与评价能力，推动区域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普惠化。 

4.3. 构建教学共同体：人机协同深化课堂变革 

在课堂教学层面可借助包括大语言模型在内的工具实施教学，确立“AI 辅助、教师主导”的人机协

同模式[7]，需立足民族地区实际：学校应建立常态化 AI 教学运行机制，重点开展融入民族语言文化元素

的智慧课堂示范、双语 AI 教学竞赛及本土化创新案例评选，激发教师应用内生动力；同步组建跨校/县
域 AI 教学工作坊(尤重双语及薄弱学科)、培育懂民族语言文化的种子教师团队、建立基于地域或学科的

教研互助组，构建教师“共学本土化工具–共研文化适配教学–共用特色实践资源”的协作共同体，促

进符合民族地区需求的集体智慧沉淀与教师能力提升。 

4.4. 完善政策激励：构建长效保障与发展机制 

为确保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地区教师发展具备持久动力，必须构建强有力的长效机制：重构教师评价

体系，在职称晋升、绩效考核、骨干评选中科学设定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指标及权重，强化技术应用激励

导向；设立专项资金优先保障民族地区学校 AI 基础设施升级、教师能力提升项目及本土化创新探索；建

立覆盖赋能全过程的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通过数据驱动优化，推动 AI 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常态化、系

统化[8]。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为破解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与能力瓶颈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成为驱动区域

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然而，其有效落地必须系统性地跨越技术设施、数字素养、理念认

知与制度保障等多重障碍。本研究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揭示了 AI 赋能教师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与外部制

约，并提出了整合培训体系、平台生态、协同机制与政策激励的多维优化路径。 
未来研究需着力深化以下方向：其一，运用大数据追踪与实证研究方法，构建科学评估体系，精准

测量 AI 对教师能力发展的实际效能；其二，开展区域性政策实验，探索多主体协同、多元文化融合情境

下 AI 与教育深度结合的可行模式；其三，聚焦教师心理接受度与职业认同演变机制，从人本视角优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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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融入的教育生态。 
人工智能不仅是教学工具，更是推动教育理念革新与教师角色重塑的战略支点。民族地区教育现代

化必须以教师发展为中心，通过“技术赋能–教师主导–组织支撑”的深度融合机制，最终实现教师专

业成长的高质量、可持续与内生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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