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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快速发展，正在冲击着高中数学传统备课策略，这在为教育教学带来新挑战的

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使得传统的经验型备课逐渐转换为数据型备课。DeepSeek等对话式GenAI使得

从“离散核心词匹配”转变为“连续语义空间映射”；从“单向信息检索”转变为“多轮认知协同”；

从“传统学科孤岛模式”转变为“跨学科知识整合范式”。GenAI技术可进行深度语言解析，实现教师教

学目标精准化；可提供策略参考，赋能教师优化课堂习题配置；可进行创新型知识挖掘，辅助教师完善

项目式教学设计。通过以上策略与方式的转变，可降低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强的机械性工作在教师备课

工作中的占比，实现“精准诊断–动态优化–靶向提升”的闭环，从而优化高中数学教师备课流程，助

力高中数学教师进行高效备课，提升备课效率。 
 
关键词 

GenAI，DeepSeek，备课策略，备课过程优化，课堂习题配置 
 

 

GenAI Empow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 School Math Lesson Preparation  
Strategies 

Yongcheng Li1, Xiaoyao Li2, Shuang Wang3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Hubei 
2Macheng No.1 Middle School, Huanggang Hubei 
3Macheng Experimental Senior High School, Huanggang Hubei 
 
Received: Feb. 25th, 2025; accepted: Apr. 2nd, 2025; published: Apr. 11th, 2025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impacting the traditional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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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mathematics lesson preparation strategy, which not only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also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making the traditional experiential lesson prepa-
r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 into data-based lesson preparation. Conversational GenAI such as 
DeepSeek has transformed from “discrete core word matching” to “continuous semantic space map-
ping”; From “one-way information retrieval” to “multi-round cognitiv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silo model”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paradigm”. GenAI 
technology can perform in-depth language analysis to achieve accurate teaching goals for teachers. 
It can provide strategic reference and empower teachers to optimize the configuration of classroom 
exercises; It can carry out innovative knowledge mining and assist teachers to improv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desig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bo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 pro-
portion of simple and repetitive mechanical work in teachers’ lesson preparation work can be re-
duced, and the closed-loop of “accurate diagnosis-dynamic optimization-targeted improvement” 
can be realized, so as to optimize the lesson preparation proces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
ers, help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o prepare lessons efficientl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sson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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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量深度学习方法的提出和迭代更新，人工智能领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生成式

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分支，也在积极赋能教育、医疗、工业

等各领域，其不仅在自然语言理解与内容生成方面展现出高水平的认知智能，而且其涌现性、通用性等

特性也使得应用范围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在积极引导，如国家网信办出台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随着我国

教育信息化 2.0 进程的逐步深化，“平台 + 教育”的模式已经落实到各个学科教育教学中，各种新兴技

术与软件系统应运而生[1]，广泛地利用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数学教师备课与教学，对备课过程

进行全局优化与科学处理，从而提升高中数学教师人机交互能力与课堂实际呈现效果，这种新理念和新

模式的引入，已经成为了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教育态势。 

2. GenAI 技术的研究现状 

GenAI 是指在生成书面文本、音频、图像或视频形式的新内容的人工智能模型，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 GenAI，是对已有的知识和数据进行向量化的归纳，总结出数据的联合概率，从而在

生成内容时，可根据用户需求，结合关联字词的概率来生成新的内容，其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引发国

内外关于它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热潮，相关议题主要集中在应用、优势与挑战等方面[2]。 
GenAI 同样遵循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机器学习使得机器能够快速高效地从数据中学习，与传统机

器学习有别的是，GenAI 不仅从数据中学习，还创建模仿输入数据的新数据实例，将 GenAI 投入正常使

用的底层训练逻辑如图 1 所示，所生成的内容是模型从训练数据中学到的内容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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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underlying training logic of GenAI 
图 1. GenAI 底层训练逻辑 

 
GenAI 在具体教育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在高中数学教育领域，GenAI 能有效地帮助教师明确教学

目标以及对教材和相关知识进行深度挖掘与整理，并能够辅助教师优化相应的教学设计与教学材料，在

具体的高中数学教师备课与教学过程中，GenAI 能够对其过程进行优化，且能为教师进行有效赋能，增

强教师的人机交互能力，具体而言，GenAI 赋能高中数学教学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 

2.1.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 

GenAI 可根据学校电子数据库中学生日常作业和考试所展示出来的具体能力和具体问题，跟踪学生

的学习进度与学习状态，汇总易错题，定期生成个性化的定制作业和定制资料，这就不同于传统的“一

刀切”模式，从而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从技术层面上做到“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

“对症下药”，提高学生的实际学习效率。 

2.2. 为教师优化相关备课材料 

教师可以通过 GenAI 快速优化教案框架和 PPT 课件，提高备课效率，同时在备课过程中，可以利用

GenAI 快速生成个性化备课材料，教师只需输入相关的主题和要求，系统便能自动生成相应的数学习题

以及相对应的变式训练，在保证内容准确性和针对性的同时，节省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优

化了相应的教学材料。 

2.3. 为学生提供智能辅导与答疑 

在长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往往习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和探究的能力。这导致他们

在面对问题时，难以找到切入点，更难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3]，并且学生思考的方向往往会与正确

的方向背道而驰，而凭借着庞大的语料库和底层逻辑，GenAI 能够及时回答学生的相关数学问题，且能

提供与之对应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辅助学生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在辅助学生进行纠错的同时，引导学

生逐步理解相关的知识点。 

3. GenAI 对高中数学备课模式的影响 

以文本、图像和视频制作为产品输出的 GenAI，是对人类思维符号表征系统的模式识别与内容生成，

其在教育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潜力，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对人类教师在哪些方

面进行赋能与优化，且能否有效帮助教师应对当前的新挑战等，这已经成为了目前教育界正在深入探讨

的新课题。 

3.1. 从“离散核心词匹配”转变为“连续语义空间映射” 

传统信息检索方式主要是基于对离散核心词的匹配与检索，通过输入核心词或短语来搜索相关教学

信息和教育资源，系统根据核心词在数据库中的匹配程度返回相关结果。随着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的快

速发展，“连续语义空间映射”逐渐替代了“离散核心词匹配”，形成了一个丰富的语义空间，适用性增

强，能够更好地理解教师的意图与逻辑，并且能提供更加准确和有效的检索结果。 
在对话式 GenAI 产品中，DeepSeek 在理解上下文信息方面表现出色，能够基于给定的语境提供更为精

确且有针对性的检索结果。它不仅能够准确把握上下文中的关键信息，还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来优化搜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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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有效、更具相关性的检索信息。这种能力使得 DeepSeek 在处理和解析复杂问题

时，能够展现出更高的智能水平和实用性。在传统备课中，根据“离散核心词匹配”，教师往往存在着无

法深入挖掘检索信息的问题，往往找不到相关问题的着力点，DeepSeek 便可以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挖掘

与广泛搜索。通过对教师提出的原始问题进行追问、分析和细化，从而从多方面挖掘出更多的有效信息。 
在高中数学教师备课过程中，运用 DeepSeek 等对话式 GenAI 来改变备课过程的检索方式，可有效

提高教师备课效率。以高中数学必修一“函数的概念与性质”这一章中“幂函数”内容为例，运用 DeepSeek
生成了与之对应的教学设计，整体语言流畅，逻辑通畅，也明确给出了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在于幂函数的

定义、性质和图像以及幂函数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教学难点在于从具体的幂函数图像中归纳出幂函数

的一般性质以及幂函数图像的绘制和性质的运用，也正确阐述了教学过程，情景导入较为新颖，知识点

前后连接自然流畅不突兀。除此之外，在传统备课过程中，数学教学模式与授课方法往往缺乏多样性与

针对性，而 GenAI 便可以高效地将各种高中数学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进行深度融合，快速生成与之对应

的教学设计，例如数学主题教学法、数学“情景–问题”教学法、数学研究型教学法、HPM 教学法等。

在传统备课中，往往囿于时间与精力，教师无法对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最优的教学模式与授课方法，在

GenAI 助力下，便可以比较选择出最为适合的教学模型以匹配具体的教学内容。 

3.2. 从“单向信息检索”转变为“多轮认知协同” 

有别于传统模式，在与 GenAI 的交互作用模式下，教师的教学设计和课堂设计不仅依赖于教师自身

的经验与总结，还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手段和措施，使得教学内容更加新颖多元，设计过程更

加的合理高效。举例来说，教师可以通过与 DeepSeek 这样的智能工具进行互动，共同创造出创新型教

案，并且质量较高。DeepSeek 等生成式 GenAI 作为深度语义理解驱动的对话式 AI 系统，可通过重构教

师与技术工具的交互范式，实现了从“单向信息检索”到“多轮认知协同”的跃迁，为高中数学教学设计

优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其所采用的预训练语言模型(PTLM)与教育领域指示微调(Instruction Turning)
策略[4]，可以有效构建数学教学知识图谱(含知识点关系、题型结构、认知难度标签)，例如当教师输入

“设计导数单元的概念引入案例”时，系统通过实体识别提取“导数”概念引入“核心要素”，结合上下

文感知模块解析隐含需求(如需生活化案例而非单纯数学推导)。与此同时，这种智能辅助工具还可以将教

学设计分解为可迭代优化的子任务，例如当教师输入“如何帮助学生区分极值与最值？”，其便可以将

其分解为“定位核心难点”、“检索典型错误模式”、“生成针对性策略”三个子任务，从而拆解原始问

题，进行高效作答。DeepSeek 有别于传统备课工具，其通过构建“需求澄清—方案生成—反馈优化”的

螺旋式对话流程，实现教学设计效率的质性提升，且教师可通过反问式对话抽提隐形需求，例如当教师

初始输入“需要导数练习题”，DeepSeek 便追问：“目标知识点是几何意义还是单调性应用？期望题型

难度如何？期望题型为证明题或计算题？”，此过程显著提高需求表达的完整性，从而减少教案后续修

改成本，提高备课效率。 
在 DeepSeek 生成的教案中，可通过与其进行多轮交互式对话来设置丰富的情景引入方式，例如高中

数学人教版必修一的“指数函数”内容，就可以凭借 DeepSeek 背后庞大的语料库，从而给教师提供多样

的、正确的导入情景与教学材料，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pplication of DeepSeek in se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lesson preparation (1) 
表 1. DeepSeek 在高中数学备课中的应用实例(1) 

提问 
你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若你在讲授必修一 4.2 指数函数时，需要设计几个和教科书不一样的新颖实

例，从而引入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你该如何设计呢？要求实例和课本中的例子不同，且易于学生理解

本节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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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颖实例 

为指数函数这一教学内容设置新颖的导入情景，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从新的角度理解

指数函数。以下是几个建议的新颖导入情景： 
情景一：社交媒体影响力 
描述： 
假设你是一位社交媒体影响者，你发布了一条帖子，并且这条帖子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每过一个

小时，帖子的观看人数就会翻倍。现在，你需要计算经过不同时间后，这条帖子的总观看人数。 
导入方式： 
利用多媒体展示社交媒体帖子的传播过程，强调其快速增长的特点。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表示这种快速增长的现象。 
引出指数函数的概念，并解释其在这个问题中的应用。 
情景二：科技产品迭代 
描述： 
假设一家科技公司每年都会推出新一代的产品，并且新一代产品的性能(如处理速度、存储容量等)是
上一代产品的两倍。现在，你需要计算经过不同代数后，产品的性能提升了多少倍。 
导入方式： 
展示科技产品迭代的历史和趋势，强调性能提升的特点。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表示这种性能提升的现象。 
引出指数函数的概念，并解释其在这个问题中的应用，同时鼓励学生关注科技发展和创新。 
这些新颖的导入情景不仅与指数函数的概念紧密相关，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帮助

他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指数函数的应用和意义。 

3.3. 从“传统学科孤岛模式”转变为“跨学科知识整合范式” 

在教育科技不断迭代的背景下，跨学科主题学习逐渐成为一种教育趋势，特别是在 GenAI 赋能下，

这种人机协同教学创新模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历来具有跨学科的特

性，而 GenAI 的教育实践则进一步增强了该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打破了传统学科孤岛模式，促进了跨学

科知识整合范式的形成，并加强了多学科间的深度融合与资源统合。 
以“三角函数”这一部分内容为例，DeepSeek 等对话式 GenAI 能为教师备课与教学提供高中数学与

物理学、音乐、建筑学等多个学科的跨学科教学设计案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GenAI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esson preparation (2) 
表 2. GenAI 在高中数学备课中的应用实例(2) 

提问 
你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若你在讲授必修一的三角函数时，需要将该部分内容与多学科进行融合

比较，进行跨学科融合，从而促进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深入理解，你该如何进行跨学科融合呢？

要求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跨学科融合

实例 

音乐学科：声波的可视化，利用数学软件(如几何画板)绘制正弦函数图像，并将其与声波的波形图

进行对比，引导学生理解正弦函数与声波的关系制作音乐。利用音频编辑软件，让学生尝试改变

声音的频率和振幅，观察并记录下这些变化对声音的影响。学生可以尝试用正弦波、余弦波等不

同的波形来合成声音，探索音乐中的和声与旋律。 
物理学科：力学中，三角函数可以用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如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例如，

在解决简谐振动问题时，可以利用三角函数来描述物体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电磁学中，三

角函数可以用来描述电磁场的分布和变化规律，例如，在解决交流电路问题时，可以利用三角函

数来描述电流和电压的瞬时值、最大值和有效值等。 
化学学科：在计算金属与酸反应产生氢气质量大小的问题时，需要利用三角函数的知识来赋予其

物理意义(即速率)来结合化学知识解决，解决过程中可通过三角函数图像来直观展示速率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DeepSeek 等对话式 GenAI 在课程构建中的融入，不仅加速了不同学科间的交融，还激发了教学方法

的革新与迭代，是促进知识整合效度提升，从而破解学科壁垒的技术路径，其对认知迁移路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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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了跨领域学习认知负荷，促进学生正向反馈，同时使学科思维协同进化，催生新型复合型认知

范式，最终助力学生构建深层知识网络，培养高阶问题解决能力，增强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感，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GenAI 在高中数学备课中的价值与策略 

在高中数学备课中，DeepSeek 等生成式 GenAI 通过技术赋能重构了传统备课的流程与范式，实现了

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协同”的转变，展望未来，GenAI 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定局。结合新

课标的新要求，充分发掘并发挥 GenAI 在数学教育及教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无疑是未来教育发

展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 

4.1. 深度语言解析，实现教师教学目标精准化 

高中数学课程设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将复杂多样的教学知识点进行整合分类，形成课程教学知识体

系，帮助学生建立起更加系统化的数学学科知识体系，培养其数学思维能力。这一能力极大地助力了教

师在教学探索的道路上前行，帮助他们更加清晰地界定教学目标与方向。通过 GenAI 的协助，教师能够

更高效地梳理教学内容，确保教学活动有的放矢，从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以“对数函数”

这一节内容为例，DeepSeek 给出的教学目标是能够应用对数函数的性质解决相关问题，如对数的大小比

较，求复合函数的定义域、值域及单调性等，以及培养学生的数学交流能力、与人合作的精神以及观察、

分析、归纳的思维能力；给出的教学参考方向是强调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的联系和区别，通过类比教学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对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思想，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象来理

解和记忆对数函数的性质，加强实际应用的教学，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

的数学建模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4.2. 提供策略参考，赋能教师优化课堂习题配置 

在高中数学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问题化”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特色，问题既是数学教学

内容的载体，也是数学思想的源泉，然而例习题的挑选与调整往往需要耗费教师大量时间，并且效率较

为低下，往往主观性过强，科学性不足、质量难以保障。AIGC 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与 DeepSeek
的多轮交互式对话中，能够对教师日常教学中的例习题选配进行评价，给出改进意见，供教师及时进行

调整与优化。下面以高中数学圆锥曲线板块中的几道常见习题为例，来说明其具体的应用步骤与赋能模

式。 
习题一：由动点 P 向圆 2 2 2:O x y R+ = 引两条切线 PA，PB，切点分别为 A，B，且 PA 垂直于 PB，

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习题二：已知椭圆
2 2

: 1
9 4
x yC + = ，若动点 ( )0 0,P x y 为椭圆外一点。且过点 P 作椭圆的两条切线相互

垂直，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习题三：由动点 P 向圆 2 2 2:O x y R+ = 引两条切线 PA，PB，切点分别为 A，B，且 APB α∠ = ，求动

点 P 的轨迹方程。  
通过对 DeepSeek 输入恰当准确的提示语与指令，例如针对以上三道习题，输入指令：假设你是一名

高中数学老师或者数学教育学专家，本节课的教学主题是“圆锥曲线的轨迹方程”，针对以上三道习题，

请对其设计意图和实际课堂中的顺序安排给出合理意见。 
DeepSeek 可以迅速准确的以图表的形式给出结果，见下表 3，但是受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

辑与设计缺陷，对于完全相同的指令，DeepSeek 每次给出的结果总是有些许不同，因此在教师备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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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反复多次地进行相同操作，进而综合考量得出最佳结果[5]。 
 

Table 3. Application of GenAI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classroom exercises 
表 3. GenAI 在课堂习题配置中的应用 

习题 合理意见 

习题一 
这是一道中等难度的解析几何题目。它主要考察了学生对切线性质、正方形性质以及点到圆心距

离公式的理解和应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觉和解析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该题目在课堂安

排中可以安排为第一道例题，用以巩固学生基础，唤醒学生原有知识。 

习题二 
这是一道中等偏上难度的解析几何题目。它考察的内容和第一道题目类似，但是却改变了一定的

条件，将基本图形从圆变成了椭圆，相比第一题而言存在一定难度，但是基本方法与数学思想是

一致的，该题目在课堂安排中可以安排为第二道例题，用以拔高学生能力。 

习题三 
这是一道中等偏上的解析几何题目。它考察的内容与前两道题目类似，所涉及到的基本图形与第

一题一致，但是角度却从特殊的垂直角度转变为了一般角度，难度较大，该题目在课堂安排中可

以安排为第三道例题。 

 
DeepSeek 对于数学、代码、逻辑类等问题的处理迅速且高效，并且给出了深度思考的过程与流程，

这对于高中数学教师进一步深度优化习题配置有着巨大的帮助，教师只需输入正确指令与语言，DeepSeek
便可多阶段地完成相应任务，并且给出准确的回答，这种智能辅助工具可提高数学教师备课资源搜索能

力，优化高中数学课堂习题配置，具体优化流程如下图 2 所示，该优化流程可显著提高习题与学情的匹

配度，快速实现习题的多样化、分层化和精准化，同时保留教师人工审核的关键作用，确保题目科学性

与教学目标的匹配。 
 

 
Figure 2. DeepSeek assists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high school math classroom exercises 
图 2. DeepSeek 辅助下高中数学课堂习题选配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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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的实际备课与习题配置的过程中，可将其进行深度融合，互为补充，通过该流程实现“精准

诊断–动态优化–靶向提升”的闭环，从而有效提升教师配置习题的效率与质量。 

4.3. 创新教学方式，辅助教师完善项目式教学设计 

项目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高中数学教育中的应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DeepSeek 作为教

师的智能助手，在其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教师在备课时确定了一个课程主题后，只需向

DeepSeek 提出相关问题，其便能够根据教师的提问，协助教师完成分层教学的目标设定、内容预设、评

价设计，同时也能在与学生对话时，为学生生成学习资源及规划学习路径[6]。DeepSeek 所提供的针对性

知识和相关解释，为备课过程提供必要且关键的信息支持，这不仅能够帮助教师快速形成清晰的教学设

计思路图，还能在活动设计的细节上提供宝贵的建议，使教学活动更加完善与精彩。DeepSeek 作为教师

的智能辅助工具，在主题项目式教学设计中能够显著提升备课效率与质量，助力教师打造出更加优秀的

教学方案。 
以“测量建筑物的高度”项目式学习活动为例，DeepSeek 等生成式 GenAI 工具能够辅助教师形成项

目式教学设计，如下图 3 所示。例如探索三角形边长与角度的关系，能够用图形语言和数学语言来描述

和表现日常活动中的熟悉问题，体会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能运用余弦定理、正弦定理来解决三角形中

的“边角边”、“边边边”、“边边角”的问题，并且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能对设计的方案进行科学

论证与评价；能感受数学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用学到的数学原理尝试进行创新设计，实现对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些学习活动要将数学学科核心知识与日常活动、现实世界和社会生产进行紧

密结合，将较为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情境，从而加深对数学原理和数学基本方法的理解与认识，

赋予知识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 
 

 
Figure 3. The application of GenAI in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design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图 3. GenAI 在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设计中的应用 

 
GenAI 产品的发展与应用对高中数学教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仅迎合了学生个性化数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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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为教师备课开辟了全新的发展路径与实践框架，然而，目前诸如 DeepSeek 等 GenAI 产品仍

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产品本身缺陷、部分教师对 GenAI 备课模式的不适应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教师备课与实际教学中的潜力是极为庞大的，使备课过程变得更加简便高效，让

教师更专注于课堂讲授与互动反馈，进而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演进。 
教育技术的不断革新，无疑将引领教育的融合创新。教师要有兴趣了解人工智能，主动学习人工智

能的有关知识，这样才能既不盲目追赶新技术，又不拒绝使用新技术，能与人工智能携手，并恰当地在

教学中使用新技术[7]。当前，我国正积极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加速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与智能化升级。但是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高中数学教学始终要坚持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生的主体地

位，人工智能正在努力靠近人类智能，但一些教育实践却使人逐渐成为机器，任何抽象化、概念化和符

号化的课程，“一旦忘记学生是有血有肉的身体存在，将遭到失败”，不能让技术凌驾于课堂之上，真正

使学生理解的教育需要教师改变对“观看”的认知，从只在乎“思考”转向注重“观看”，教“意谓”，

“意谓”中自有“解释”的通达；注重“观看”的引导，“观看”中自有“思考”的训练，最终达致主体

性的激发与创造性的生成[8]，所以应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辅助手段，助力教师完成基本课堂教学任务，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创新活动，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最终达成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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