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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冲击着高校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于高校教育，为高校带来技术

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理工科高校作为为国家输送科技人才的重要领地，探索“人工智能 + 教
育”的新兴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价值认知存在偏差、师资数字素养存在偏差、教育实践

与理想效果存在偏差等问题阻碍着高校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基于此，本文对理工科高校在人工智能时

代教育教学的融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需在认知层面提出打破传统偏差，慎思问题、全面提升

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和创新技术发展，从实践教学到理想模式的措施，为理工科高校更好的将人工智能

融入教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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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mpa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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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s college 
education and brings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it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As an important territory for delive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o the coun-
t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emerging teaching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ducation”.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deviations in value per-
ception, deviations i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deviations between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deal effects hind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raditional biase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ink carefully about issu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
tive technologies, so as to Measures from practical teaching to ideal models will help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better integr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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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顶尖领域，不仅是当今科技领域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更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我国也在不断推进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

义[1]。因此，探索如何更好的促进人工智能与高校的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在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将“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列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

指出要“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2]，并且，在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创新评价工具，不断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3]。人工智能赋能于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

提供更加智能化和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伴随机遇的同时，也伴随挑战。多数人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处于

朦胧阶段，将其等价于 ChatGPT、人脸识别等技术，并未真正探究亲内涵和价值，片面化的认知则导致

片面化的结果。并且，“人工智能 + 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对教师教学提出更高要求。许多教师

并未具备相应的数字和科技素养，并未系统的学习人工智能相关教学知识，而导致传统教学非传统教学，

新兴教学而非新兴教学的“四不像”局面。尤其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教育教学还处于初级阶

段，实践和理想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探究在高校教育教学中融合人工智能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基于上述问题进行探究，提出需在认知层面提出打破传统偏差，慎思问题、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

技能和创新技术发展，从实践教学到理想模式的措施，为理工科高校更好的将人工智能融入到教育教学中。 

2. 人工智能融入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2.1. 增强理工科高校课程的时效性和吸引力 

理工科高校大多数课程涉及诸多数据、代码，学习起来极为枯燥，而知识的铺垫尤为重要。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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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性和乏味性影响着教学的结果。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衍进在不断推动着教育教学理念、方式的变革。

其中，大数据、AI 算法等技术正在以特有的方式重塑教育领域的师生关系、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转变

[4]。人机交互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体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在侧面为教师带来了

新的感悟。推动理工科高校在教育教学中融合人工智能，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课程吸

引力的必然要求。处于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教育范围，延伸了教师功能，构筑

了全新的教学模式[5]。并且，一些教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更方便了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为教育领域开

辟了新视野。即时的通信工具提供了信息的双向互动模式，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并且，国家出台多数政策大力支持智能技术发展，让智能化设施普及和应用在理工科高校课堂教学、校

园信息化管理、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如今，不再是应用单一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而是全方位的

多媒体智慧教学。随着智能化设施的普及和应用，教师也出现了新的定位，从传统的单项传授知识转

变为师生全方位的互动感受，优化了高校教学体系，拓宽了高校教学改革的视野，提升了高校课程的

吸引力。 

2.2. “人工智能 + 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工智能是模拟、延伸人的意识和能力的智慧化产物[5]，处于信息化的网络时代，渗透到社会的方

方面面。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且，针对人工智能发展，涉

及各个领域，进一步明确各个领域处于人工智能时代需把握人工智能的战略机遇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融入各领域是必然趋势[6]。而人才发展靠教育，教育是强国之根本。人工智能时代冲击着传统的教学

模式，形成了“人工智能 + 教育”新兴的教学模式。然而，当前处于朦胧期，如何更好的融合人工智能

与传统教学模式需不断探索，并且审慎对待。可知的是，当前必须紧追并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技术，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内容，适应智能化时代的新要求，促进教育发展的变革，构建新型的教育体系。

近些年来，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的新兴的教学模式，对于高校培养高科技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融合的现实困境 

3.1. “以偏概全”，认知存在偏差 

当前，在教育的实践领域，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价值认知存在偏差，对人工智能即时作用的高估与

对长期效应的低估[7]。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对于人工智能抱有过高的期望，认为其能解

决一切问题，并且具备人类的智慧和能力。而还有一部分人则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但又过度，认为其

会导致工作被替代，及隐私安全不被保护等问题，因此驱之避之。这种两种想法是狭隘的，并没有从系

统和长远的角度去看待人工智能。特别是在高校教学领域，许多学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前有“ChatGPT
代写毕业论文”事件更让我们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是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皆需用辩证的眼光进行

看待问题，过度保守，或过度激进都是片面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和人类关系进入一个‘人机

混合 + 云上协作’的时代”，我们需不断学习、深入探索从思想上打破这种偏差。 

3.2. 教师“知识匮乏”，教学技能存在偏差 

人工智能时代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和创新的

引领者[8]。他们需要探索如何更好的在传统教学中融合人工智能，需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把控融合力

度。他们也需要具备使用 AI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和评估的能力，了解并掌握最新的教学理念、技术和工

具，发展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教学能力，进行科技创新和教育研究，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我，以适应快

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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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实践与理想效果存在偏差 

目前，人工智能在高等教学领域处于新兴阶段[9]。一些技术不够成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稳

定性问题，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学科领域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开发与创新。并

且，在教育教学模式上存在挑战，人机教学模式还停留在实践探索阶段。社会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人工智能的理想效果是通过 AI 技术个性化的指导每个学生的学习，

自动化分析每个学生的水平，匹配相应的教学模式。并且可以通过 AI 技术可以自动化、评估和提供反馈

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效率。教学实践和理想效果显然存在很大偏差。 

4. 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中融入人工智能的路径 

4.1. 打破传统偏差，慎思人工智能内涵 

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高校及相关主体应当认真思索当前存在及面临的问题，打破传统的认知偏差。

首先，应当正确认知人工智能的内涵及价值。高校可以通过举办系列课程及讲座，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

专家对学校师生普及人工智能知识，从思想上提升各个主体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其次，高校应当注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举办创新型比赛，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并且，高校可以主动的向相关的人工智能部门获取人工智能指南，举办系列课程，指导学生更

好的使用人工智能。最后，对于教师，高校应当加强人工智能技能培训，并通过举办课堂模拟等方式，

对教师对传统教学方式中融合人工智能创新程度进行考核，提升教师人机教学融合能力。 

4.2. 提升教师的数字与科技素养，打造“机器 + 教育”教学模式 

“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能否更好的传授知识，履行自身的职责，决定着高校教育功能的实现。当

前，处于人工智能时代，冲击着传统教学方式的转变，对高校教师的数字和科技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便利，并且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首先，教师应当明确自己的定位，学习更

多的人工智能技能与知识，思考如何在传统教学中融合人工智能。其次，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将人工智能作为课堂教学助手，形成一种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并且适应学生的

教学模式。并且，教师应当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性，与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工

具的辅助作用，而并非将人工智能代替教师教学。最后，教师之间应当交流沟通，学习成功案例，探索

如何更好的在教学中融入人工智能。 

4.3. 创新技术发展，从实践教学走入理想模式 

高校可以和科研机构合作，加强对于人工智能教育的研发和创新力度，进一步提升人机互交体验模

式，并且提升教学效果。首先，高校可以通过举办“科技课堂”评选活动，选取相应的评分机制和奖励

机制，促进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与教学的创新性。通过选取课程设置流程、课程设置感官、课堂表现、学

生反映等因素，进行打分评选，选取“最科技课堂”。基于此，探究人工智能如何更好的融入传统教学

的成功案例。其次，高校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创新型比赛，并且设置相应的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从中筛选出科技素养较好的学生。最后，高校选取“科技课堂”和“科技比赛”得奖的老师和学生，去

科研机构学习，探究适应其高校的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的方法。 

5. 结论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时代下对人工智能融入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的路径进行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背

景下人工智能融入理工科高校教育教学的必要性，并且分析当前人工智能在理工科高校教育融合中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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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问题。发现由于价值认知存在偏差、师资数字素养存在偏差、教育实践与理想效果存在偏差等问题

阻碍着高校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基于此，本文对理工科高校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教学的融合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需在认知层面提出打破传统偏差，慎思问题、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和创新

技术发展，从实践教学到理想模式的措施，为理工科高校更好的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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