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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时代前进，教育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中。而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理

解与掌握需求。基于此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新理念，即智能化“新”教学定位理论——智能化课堂颠覆性

地将知识作为载体、以人为本为基础；而智能化时代教学则将教师作为载体，并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智能化课堂中，教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开放式的组织机构。该理论也引起了一些

争议，文章通过与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对话探讨该理论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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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al re-
form is also in progress. Bu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an not meet the students’ demand for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a new idea is put forward, that 
is, the intelligent “new” teaching orientation theory. Intelligent classroom takes knowledge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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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subversively and takes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The teaching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akes 
the teacher as the carrier and the student as the subject of learning. In the intelligent classroom, 
teaching is no longer a closed system, but an open and open organization. The theory has also 
caused some controversy, a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theory in conversation with 
Gert Bi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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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时代深刻重塑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格局，其社会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技术是数字现

代性的物质基础，数字现代性在本质上则是数字技术背后的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渗透。[1]经济上，

智能技术加速产业转型，催生新经济形态，提升生产效率，开辟就业新领域，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服务

方面，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服务优化，提高生活质量。社会治理创新上，大数据

与 AI 技术助力政策制定，增强社会韧性，实现智能化治理。文化与教育变革中，智能技术推动文化交流，

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学习效率。 
智能大数据时代下，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教育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教师与

学生都可能是一个去身份化的个体”，即教师不再以一个教学工作者的角色存在，学生不再仅仅是学习

者。格特·比斯塔提出“第三种选择”观来看待教学：在知识的社会中，教师是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自

我封闭系统——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2]。在教育与社会不断变革的环境下，教学如何定位？

传统的教学观有哪些弊端？我们是否还需要教师的传统角色？教学工作又如何进行？这些问题均是智能

化时代教学面临的挑战。智能技术在改变着我们学习的方式和学习认知，而且这种学习方式也会在改变

着我们对于教育的理解。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智能化时代教学定位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学已不再局限于“教”，更多的是在教与学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教学定位的重新思考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本文结合智能大数据时代教学定位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对格

特·比斯塔《重新发现教学》一书中观点的学习以及格特·比斯塔研究报告内容与观点的学习，提出以

下几点对智能化时代教学定位的思考：第一，传统教学观念已经过时，需要创新和改变；第二，智能化

时代教育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第三，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成为学习系统内开放合作、不断改进与完善自

身能力所必需。 

2. 智能时代的教学定位：传统观念下的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教学观念发生了变革，教学从教师主导走向了学生参与。教师不再

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者；教师不再是一个“教知识的人”而转变为一个“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为目

的的老师；教师角色的转变是教学变革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智能化时代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

师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教”和“学”的关系。传统学科中学习内容、学习方式都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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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变化，学习是通过教师讲解、分析和反思获得的，而在智能化时代，学生要通过自主思考获得知识。

这意味着教师不再是简单地给学生传授知识了，而是需要让学生学会主动探索、独立思考及获取知识以

及对未知事物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思维。教学内容从以往以知识点为主的课程转向以学科素养为主

的课程，教学形式从教师主导转变为学生被动参与。 
在比斯塔看来，主体教育正在淡出当代的教育讨论，而这主要源于对教育目的讨论的消失。对于从

学习语言来重新界定教育的现象，比斯塔称之为“教育的学习化”(learnification of education)。[3]而造成

这种“异化”的主要原因有 2 点：首先，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后现代主义倡议学生要挣脱教师权力，

争取教育解放以便获得知识自由。[4]；第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当代教育依循康德启蒙传统，

持着理性本质的人生观，构建启蒙以降的三位一体——理性、自主、教育——的教育观，就成为启蒙以

降的核心价值。[5]由此，格特·比斯塔提出：在智能技术背景下，教育要重新思考如何将智能技术与教

育相结合。他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人类正在发生一场“人机交互革

命”(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人机交互革命”不仅带来了人与机器之间更加深入、持续、直接的

互动与交流(人机对话)；而且改变了学习方式——人不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或信息，而是可以参与知识创

造和传播过程。“人机交互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对于教育的认知，也改变了人类对待科技的态度(即对新

技术发展变化保持观望态度) [6]。人工智能对教学产生深刻影响是从 2009 年开始的，其最大特点是“自

组织”、“自学习”、“自我生成”或称自动组织(Autonomy)。“自组织”是指教学可以由学生进行创造

或设计，这种创造或设计具有自动生成、自主生成和自主建构等特点。 
格特·比斯塔认为：教学应该把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即是主体之一)来思考；教育中需要强调学

习者为自身学习负责；教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在课堂中与外部世界互动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他

们如何回应这些变化[7]”。但在实践中，智能化技术背景下教学实践却陷入了困境，教学在智能化时代

如何定位？如何实现教学创新？如何发挥教师作用？如何构建智能化时代教学新生态？这些问题是教学

理论界和教师关注的重点，也是教学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从教学定位、人工智能技术、教师

角色及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对智能化时代的教学进行研究，以探讨智能化时代的学科定位、教学模式创

新及构建智能化教育新生态。 

3. 教学定位需重新思考——基于人机合作学习的视角 

在此之前，我们通常会将人工智能视为技术与工具；而今天的人工智能则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产

物、机器之间的合作产物。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是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目前，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基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人机协作学习，

人工智能以人(计算机)为中心构建教学环境，学生通过人机交互来完成学习任务，教师则在其中扮演“导

演”和“助手”的角色。因此，在教学定位上我们应重新思考——机器、教师、学生在不同智能主体角色

定位下教学定位的不同与区别。 
智能主体角色定位决定了教学的属性，也决定了教学过程的特点。从智能主体角色定位来看，“未

来学校”研究在共识、分歧与潜在风险方面存在诸多讨论，这对我们理解智能时代下教学变革具有重要

意义[8]。从传统教学与人工智能教学来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教学活动中人机交互主要在课堂进行，

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学校课程中。例如，教师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实现对教室里机

器设备的控制从而完成课堂演示或课堂实验环节；传统教学中学生参与程度较低，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到课程中则可以实现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智能主体角色定位决定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传统

教学中教师扮演着主导者这一角色，即“导演”与“助手”角色；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课程中则需要

学生以学习者身份扮演学习主体这一角色；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是通过提问、解答或是讲解等方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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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智能主体角色定位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活动中只是辅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在智

能主体角色定位下，教师更需要扮演学生这一角色。所以，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往往是教学活动的主

要实施者与指导者；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学校课程后教师则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组织者、引导

者以及学习者这三种角色的有机结合体。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教学定位需要重新思考。而重新思考的核心在于对教学环境和智能主体角

色定位进行研究与定位、以人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建立人机合作学习教学系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

实践能力。 

4. 智能与教学的融合：新理念下的教师角色转变 

传统教学观强调教师在课堂中的主要角色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教学的本质要求是师

生之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教学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老师进行的，这种定位导致了我们一直以来对

“教师”以及相关职业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中

的广泛应用，传统“教师”和“园丁”角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了。格特·比斯塔在《重新发现教学》

中指出，教师角色面临了两个巨大挑战：其一是“教什么”与“怎么教”；其二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

角色如何进行有效调控[1]。因此，必须要重新思考我们过去关于教学定位所做的一切努力。在这里，本

文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传统的教学定位要重新思考，二是在新的智能化时代教学角色需要重新进行定

位。 
传统的教学定位强调教师主要关注课堂上教什么，关注学生怎么学以及学什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因此，在新世纪，以大数据技

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教师角色定位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并对

教学过程中所遇到问题做出判断和预测以满足学生需求。“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支持下的新型“双师课

堂”为智能时代下的教学创新提供了新思路[9]。”智能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技术也将给教学带来

深刻的变化。教育系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它不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或技能的场所，而是学生生活和工

作的场所。教育改革需要改变教师教学角色，传统教学中“知识传递”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在智能时

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引导者，而是将自己从知识学习活动中解放出来并参与到学生学习过程

中。因此，教师角色的转变是当前智能时代教学定位需要考虑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对教师的新要求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教师从“教书匠”转变为“大数据师”，要求其具有更强的处理数据、解读数据

的能力；二是教师需要与学生共同学习，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三是教育教学方式需要信

息化变革，强调以人机协作学习模式为主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创新实践能力；四是教育内容

需要更加丰富，要将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

应具备对学习结果做出快速判断并对此作出预测和反馈的能力。 

5. 智能时代与教学：新理念下的技术支撑 

智能时代下的教学，应如何实现变革？格特·比斯塔认为智能技术是支撑未来教学转型的关键因素。

新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利用新技术手段来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教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智能化

教学实践发展方向[9]。要促进智能时代下的教育转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从教育主体来看，智能时代下的教师要成为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自主学习。首先，

教师应转变角色和观念：从传统教师向学习共同体成员身份转变。其次，要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并加强

家校合作。最后，要关注学生差异性发展和需求；从学习工具来看，要从传统教材转向人工智能技术教

材。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巨大冲击，传统课堂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面临着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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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目前，一些教师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备课上课，但仍有很多领域的教学内容不能实现智

能化。因此，需要研发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教材，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些技术知识。 
从学习路径的变革来看，传统教学强调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本，以接受为核心，这一点对学生

的认知发展和自我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智能时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已经无法满足

学生发展需求，因此需要转变思路。智能时代下的教学变革不仅要改变以往以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为中

心的课程体系，还要改变以往以学科知识、社会经验和技术为基础的教学内容，并由此形成新的课程体

系。从学习方式变革来看，要改变以往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对师生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必须要有技术支撑。一方面，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积极采用人机合作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教师

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总之，教学变革不仅需要从

外部环境改变课堂氛围和教学模式，还需要从内部的角度考虑技术手段对教学效果产生的影响。 

6. 人工智能时代课程与教学：教师角色的回归与变化 

在智能时代，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主要从事教学工作

的教师，到今天的技术顾问、网络社区专家。在未来，教师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合作伙伴，学生与知识、技术等要素进行交互学习。这也是“机器主导”时代出现教育变革之后，教

学活动出现的新特点[5]。 
在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教学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智能化时代的课程教学，

需要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做出调整和变化。人工智能会改变哪些课程设置？又会给课程教学带来哪

些新挑战？教师角色有何变化？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学角色转变？这些都是需要教师思考的

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社会、教育与生活形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教师也将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和机遇。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角色应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角色有何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角

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教师在传统意义上将其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为学生提供学习帮

助；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指导者和组织者。 
智能化时代要求教师角色回归，但不是“去专业化”，而是要从传统的、被动式的教学角色中解放

出来，重新发现教学角色。未来教师的角色不是在教室里的知识容器或教学顾问，而是“学习资源的提

供者”[10]，他们是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伙伴，要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教师需要具备新技术

背景和能力、能够理解教育中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并帮助学生有效地学习。所

以传统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将面临挑战与机遇，需要转变角色观念。但也有专家提出质疑：既然“机器

主导”时代已经到来了，老师的教学和生活方式还会不会改变？如何让传统教师转变身份呢？格特·比

斯塔认为，传统教师需要学习新工具和新方法以应对社会与环境的变化与挑战来支持学生学习。智能时

代需要有创造力的教师，因为创造性是一切工作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与动力。但是，在今天人工智

能时代也需要有灵活性的教师。未来教师可能会出现：“有创造性并能灵活应对变化和挑战；具有适应

性；能为学生提供支持并且具有个性化体验；有弹性、有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8]。”人工智能时代是

一个充满变革和机遇也充满挑战和威胁的时代。教师在这个新时代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并要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和重新建构从而达到理想状态。 

7. 智能化教学评价：多元化评价方式构建学习评价体系 

教育是关乎个体成人的行动，涉及人的求学立志、良知养正、精神丰满、生命成长与美好生活。因

而，教育的立场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教学评价最为根本的伦理准则在于引导人性优化[10]。首先，从

评价目的来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评价不再是对知识本身进行评判而更多地是对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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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进行评判。智能化教学评价主要关注于“学”，因此智能时代的学习评价将会以智能系统和评估

机制为主[11]。其次，从评价工具来看，传统的考试已经不再能满足对学生的要求。在智能化时代下，学

生可以利用各种智能系统或者工具来对自己进行评判，以实现“知、情、行”一体化。在智能化时代下，

学习的评价不再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单向传递而是通过智能系统与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一种

互动关系。形成以发展性为取向的动态、开放的教学评价机制，引导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教学评价的

过程中并进行民主协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牢固的责任关系。[12]传统师生互动模式受到了挑战，教

学评价要实现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和综合维度转变。智能化时代的教学评价，应该是一种更加多元、多

维、科学和全面的评价方式。智能化时代的教学评价，应该是一种能够对学习者进行多维分类、多阶段

测量且具有综合和系统性特点的学习评价。 
智能化教学评价通过大数据与 AI 技术，实现了对学生学习状态的精准化、过程性评价，提供个性化

反馈，指导学生针对性改进，同时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提高评价效率。它不仅关注结果，更重视过程，持

续跟踪学习动态，及时干预，促进持续进步。智能化评价工具缩小了教育资源差异，通过在线平台让偏

远地区学生也能获得高质量教育评价，推动教育公平。生成的丰富数据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优化

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展现出了在提高评价精度、效率及个性化教学方面的显著实践效果，是教育

评价的未来趋势。 

8. 结语 

智能化时代教学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是未来学习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从根本上说教学不仅

仅是教与学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在智能化时代，教学不应仅仅是教学，还

应是教育和学习的发展过程[13]”。从智能化时代学习的视角对教与学进行重新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在

技术推动社会不断变革的大背景下，教学应以学习为中心。智能化时代教学定位需要重新思考：在教育

与社会不断变革的环境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教师的传统角色？智能化时代教学观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和重构，使之与时代发展趋势相一致。作为一种全新的、充满挑战与创新的理念，重新发现教学观不仅

对当今教学有着重大创新价值，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格特·比斯塔的观点不仅对当前

我国智能化时代教学定位研究有重要借鉴价值，而且也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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