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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致使传统教学生态发生重大变革，促进了个性化与泛在化学习方式的实现，

针对学习方式的变化，教学方式以个性化教学与混合式教学模式作出回应。随着学与教方式的深刻变革

及新特征的出现，算法伦理风险、技术依赖风险以及教育不公风险逐渐显现，钳制了教育主体的成长发

展。为此，需要从人机共生出发，以人机共治为思路、人机互补为通道、人机共强为策略，推进学习与

教学方式的正向变革，减少负向变革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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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as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cology,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zed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styl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s in learning styles with personalized teaching and blended 
teaching modes.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em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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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 features, the risks of algorithmic ethics,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nd educational injustice 
have gradually appeared, which have constraine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sub-
ject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human-machine symbiosis, take the human-
machine co-rule as the idea, the human-machine complementation as the channel, and the human-
machine co-enhancement as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change of the learning and teach-
ing mode, and to reduce the crisis brought by the negativ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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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教育创新实践的关键推动力，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教育生态，教育主体、教育形

态、教育体制、教育服务以及教育治理等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人工智能的重塑作用[1]，传统规模化、

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将逐渐落后于智能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未来教育将告别呆板沉闷的“一刀切”

的教学方式，层出不穷的智能工具将为学习者提供巨量的学习资源和更加广阔的自主学习空间，学习者

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需求、性格等个性化特征来定制精准化的学习计划。依据学习环境的变化教学方式

将转为混合式、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远离单一化、雷同化的教学过程，告别枯燥和空洞的学习过

程。在“人工智能 + 教育”的背景下，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伴随智能技术的应用而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趋

势，变革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我们必须对这种变革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理性审

视，明晰学习与教学方式变革的隐藏风险和束缚，促进教育主体在智能化教学环境中更加自主自由。 

2. 演变与革新 

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功能和创造力快速渗透至教育领域，颠覆了传统的教学生态，对教育产生了

革命性的影响。教师和学生是教学生态中的教育主体，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教育领域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反

应在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教学过程中。 

2.1. 学习方式：因时而变，以学促变 

智能时代迫切需要学习方式变革[2]。随着智能时代新特征的出现，传统学习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当前

社会，学习方式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其一，泛在化学习的实现。泛在学习是在信息技

术支持下，任何学习者可以在无缝衔接的学习空间中随时、随地获取任何自己所需学习资源，享受无处

不在学习服务的学习形态[3]。智能时代万物互联的特征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学习环境，学习时间、

学习空间以及学习资源不再受限制，泛在化学习得以实现。智能时代的学习空间已从“实体空间过渡到

虚实兼备的融合空间”[2]，学习阶段从“本能学习”进化到“反本能学习”[4]，学习空间具备了“主动

育人”的功能[5]，人们无时无刻都已处在学习的空间中。其二，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个性化学习是人工

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基于自身特性的学习资源、学习计划、

学习目标，以实现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智能时代创造出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大数

据技术、机器人以及专家系统”[6]等技术，这些技术为个性化学习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德国学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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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ChatGPT 能提供更具“丰富性”与“个性化”的互动关系，这为学习者提供了量身定制式的创意来

源[7]。个性化学习以个性化需求和特征为前提、以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过程为核心、以学习者的个性化

发展为最终目标[8]，它将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样化人才提供人力基础。 

2.2. 教学方式：教依学变，以学定教 

教法依学法[5]，学习方式的巨变应然地包含着教学方式变革的需要。为适应当前学习者的特点，符

合社会发展趋势，教学方式变革在学习方式的变革中悄然发生。首先，泛在化学习要求混合式教学。针

对泛在化学习开放性的特点需要以混合式教学加以引导。混合式教学是指将传统课堂教学特点与线上教

学有机结合，深度融合[9]，力求教学效果最大化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的关键在于线上线下教学的虚

实联动，充分发挥教学的连续性。当前教学空间已从实体空间突破到虚拟空间，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这

就要求教师将现实与虚拟教学时空联系起来统筹推动，协同设计，以保证教学的连续性与知识的整体性。

其次，个性化学习推动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教学是从学习者的兴趣、爱好、需求等出发，教师给予个性

化的教学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过程。在个性化教学中，人类教师应联合智能教师为学习者提供

精准性、差异性的教学设计，并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个性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在，

个性化教学必须依据不同学习者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以此服务于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 

3. 探赜与审视 

马克思的矛盾论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共生体，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更加突出了这种正反两面

的性质，它在为教育赋能的同时带来了算法伦理、技术依赖、教育不公风险。 

3.1. 算法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的技术操作具有迷惑性和不透明性。就 ChatGPT 而言，它生成答案的过程就像是一种“魔

法黑箱”，背后的思考过程、运作过程模糊不清，如果错误的知识被学生学习，被教师传授，那这种错误

认知将逐渐加剧进而导致知识盲区。再者，以大数据为基础智能工具，其训练数据可能存在时效性不足，

数据不准确的风险，尤其是涉及学理问题或高深知识，如果训练数据质量较差或不足，就可能会导致生

成的内容存在理论性错误、知识盲区、信息作假、滥用概念等问题。算法已被证明容易带有潜在的歧视

与偏见[10]，这是因为算法由开发者编辑，如果设计者缺乏相关伦理认知就可能将主观价值偏好编写进去，

进而影响决策结果。此外，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过度的个性化推荐还会引发信息茧房效应，使人们沉迷于

没有“批判”“偏见”“异议”或“歧视”虚拟空间里，还可能加剧社会异化或极化风险[11]。长期过度

应用智能技术还可能导致算法崇拜风险，算法崇拜问题指的是过度依赖算法决策，从而产生人类自主决

策受控的风险[12]，这可能会使学生的学习过程被人工智能所主导，陷入被动学习的窘境，从而丧失自主

选择权。 

3.2. 技术依赖风险 

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与教育的不断融合，人类在学习认知活动中基于技术的智能增强现象

日益显现[13]。人类本身是具有惰性的生物，智能技术带来的极大便利让人们无法抗拒，以至于在使用过

程中逐渐失控，造成智能技术依赖。当前由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带来的学术不端问题，

究其本质是学生对智能技术过于依赖导致的主体能动性减弱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的文本生成功能

恰恰助长了这种依赖情绪。智能技术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数据分析能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学习者

提供有效答案，学生不用投入过多脑力，只需通过简单的问答式对话或搜索便可以轻松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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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机械性的、“投喂式”的知识获取方式会渐进弱化学生的思考能力，丧失自主学习的动力与

好奇心，学习者会越发趋于及时满足，进而导致技术依赖。智能时代下的教师不再是占有权威地位的知

识传授者，师生关系在“智能教师”的插足下被弱化，学生在“智能教师”的长期辅助下形成技术依赖，

限制了个体的成长发展。 

3.3. 教育不公风险 

进入智能时代，数字鸿沟在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大规模的使用中演变为智能鸿沟。随着智能技术

与教育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的深度融合，智能鸿沟问题已在个性化学习、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智能教

育场景中引发了教育不公问题，投射出教育智能鸿沟的镜像。由教育智能鸿沟造成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主

要体现在 AI 弱势与强势群体差异以及区域分配差异两个方面。就智能素养而言，教育 AI 强势群体大多

是行业领先者、程序编辑者或专家，他们对于信息的检索与处理更加得心应手，不需花费太多人力物力

便可轻松获取新知识。而 AI 弱势群体作为数据的提供者与生产者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不仅要将自己的个

人信息作为数据让渡出去，还可能因为知识量大、知识更新快而感到负载，需要大量的时间整理消化。

并且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教育在引入技术资源上的不均衡，农村学校在接触和使用新技术

方面面临多重困难，如基础教学设施的匮乏，教师与学生缺乏专业技能培训等。 

4. 支撑与引领 

面对智能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多重考验，需要以人机互惠为着力点，坚持人机共治、人机互补、

人机共强，将人与机器看做互惠共生的共同体，推动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变革。 

4.1. 以人机共治为思路构建算法全过程监测机制，减化伦理风险 

利克莱德指出，人机共生是人类和电子计算机之间合作互动的一个预期发展，它涉及人类和电子设

备之间非常密切的耦合[14]。机器本身是没有智能的，而是其背后的开发者与算法设计者给予了它可以模

仿人类思维的能力，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人工智能与其设计者是共生体，设计者的主观判断和能力决定

了算法程序的质量，要减化算法伦理风险，必须从人机共治出发。人机共治是指将人与智能机器当做共

生体，对其研发、使用、评价的整个过程进行协同治理，共同监测。其一，从设计端入手扼制风险。算法

程序在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训练数据质量差、数据标签不准等客观因素，也存在设计者的个人偏好与技

术失误的主观偏差，导致智能教育产品或系统投入教学中易发生虚假信息流传、偏见与隐私泄露等问题。

这要求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环节将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念

嵌入算法设计过程，从源头遏制风险发生。其二，从政策端出发应对风险。法治才是硬道理。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人工智能在推动教育变革进程中

带来的各种难题，必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以法律为标准规范智能教育产品的研发，以法律为支撑监

督智能教育产品的应用。智能教育产品的研发与运用既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信息保护法》等现有法律，还应抓住时代契机实现人工智能教育立法。 

4.2. 以人机互补为通道引领师生关系变革，强化学生主体性 

人机互补强调的是人机协同，是指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互动关系，目的是利用各自的优势，共同

完成任务，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教育领域的人机互补旨在实现人机共教，教师能够以机器之长补己之

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使得自身成为智慧型的新型教师。人工智能作为机器虽然可以代替教师承担部

分教育职责，但从哲学角度来说，机器并不具有主体性，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并没有自主意识与自主能力，

它需要在人的算法设计下生存，它所能承担的教育任务也不过是机械性的、无灵性的教育，真正触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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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灵魂的育人部分仍需要教师来完成。其一，培养自主能力，巩固学习者主体地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学习者的智能依赖问题在于学习者缺乏对这种技术的合理认识，没有明晰的技术应用边界，在使

用过程丧失了主动性，这就要求教育者帮助学生习得把握技术应用尺度的能力，培养学生多维度的生存

技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智能时代。除此之外，教师应利用智能技术有效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

以提升数智素养[15]。其二，专注情感与心灵教育，致力师生关系变革。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戴维·珀金斯

指出，“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已经打开的盒子’里面的内容，更应当是培养学生对‘尚未打开的盒

子’和‘即将打开的盒子’里面的内容的好奇心”[16]。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在存储力、记忆力、计算

力等方面胜出，但人类在沟通、情感、创造等方面优于人工智能，在这种形势下教师必须扩大自身优势，

将注意力转向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领域，对学生丰富的情感需求给予及时关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发展情感教学，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和价值观的塑造，突出自身育人主体地位，增进与学生的心灵互动。 

4.3. 以人机共强为策略超越智能技术隔阂，促进教育公平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要求人类发挥积极作用，指引人机共同进化，走向至善未来[17]。人机共强旨在

实现人与机器的互利共赢，要弥补智能技术带来的智能鸿沟问题应以人机共强为着力点，提升全民智能

素养，超越技术隔阂，加强底层关怀，弥合教育智能鸿沟。智能时代下的教育公平问题显现出不同群体

对于智能技术的认识度与掌握度的差异，由于个体发展相较于技术发展来说具有滞后性，这难免会使得

一部分群体被时代所抛弃，成为智能时代的难民，教育不公问题由此深入演化。其一，分学科进行智能

素养培训。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学生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智能素养，他们对于智能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应

用有更多的了解，而文科学生对 AI 的认知不深，缺乏 AI 应用经验，在 AI 思维、知识、技能方面落后许

多，因此需要进行学科分类，根据学科背景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达到最好的培训效果。其二，人工智能

教育运用的相关研究应更加重视底层叙事视角，尤其应深入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 AI 弱势群体中，

从处在劣势地位的教育主体出发，聆听教育主体的真实需求与声音。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教学实践方面应

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告别精英主义，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特殊群体学生，确保智能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能够普惠更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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