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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郭绍青 
 

    核心阅读 

    习近平主席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指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

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从当前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清晰看到人工智能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的

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转

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智慧社会的概念。智慧社会是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融合的社会发

展的高级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系统性重构，将会构建人类真实世界与智能虚拟世界相

互融合实现无缝衔接的混合世界新秩序。 

    人工智能在引发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并发的过程中，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与学习方式

等产生结构性重组，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推动工业、医疗、交通、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产

生体系化革命。教育作为智慧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同样需要构建适应智慧社会发展的新体系，而智

能教育是智慧教育的核心，是机器智能提供的教育服务形态。习近平主席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

大会致贺信指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

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人工智能对其他行业的变革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但对教育的影响还处于萌芽期，从当前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清晰

看到人工智能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方向。 

    学习环境智能化。大数据智能教育应用使数字教育资源在学习分析技术、知识图谱、能力图

谱等为骨架进行关联聚合，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立体网状知识体系，数字教育资源的多形态实现功

能聚合，并依托个性化引擎向学习者提供适应性学习资源环境。感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正在推

动虚拟科技馆、虚拟博物馆、虚拟实验室等虚拟仿真学习资源环境与适应性学习资源环境进行融

合，开始为学习者提供高沉浸性、临境感与系统化的学习环境。强人工智能将推动智能导学、智

能伙伴、智能教师等各种智能代理角色出现，并融合到上述学习资源环境之中。学习环境走向智

能化，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学习者与实体机器人或智能虚拟教师、学

伴的交互将成为学生进入虚拟世界的入口，它们将陪伴学生者成长的全过程，在具备深度学习能

力的“数字大脑”的支持下，智能体将承担学伴、教师等多重角色。学习者在智能教师、智能学

伴的协助下开展泛在学习与个性化学习，获得虚实结合的无缝学习体验，智能学习环境将全面推

动教育的公平化。 

    人智教师协同化。在虚拟学习空间与真实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成为教师的基本能力，教师角色

发生显著变化，在虚拟环境中组织、管理、帮助学生完成基本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在真实环

境中借助学习者特征、行为、质量等学习分析结果，为学习者提供精准服务，指导、组织、协助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知识向能力的迁移。人工智能将推动智能学习引擎发展，能够主动对学习者

的学习特征、能力水平、兴趣趋向等数据采集与精准分析，理解学习者个性需求，为学习者提供

智能个性化的学习服务。智能引擎与学习者的交互表现可以是智能学伴、智能导师等，能够协助

学习者完成各类复杂的工作或任务，当前的智能音箱、智能讲解机器人等是其实体化的雏形。智

能教师将承担知识学习、简单技能训练等任务，而人类教师在实体学校与学生共同设计与开展探

究学习、协作学习、项目学习、问题解决等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在学生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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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扮演学习的指导者、辅助者、设计者、调控者等多种角色，重点进行学生人际关系、情感教

育、合作能力、创新能力、高级思维、伦理道德、智慧启迪等培养活动，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中提出的“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要求的具体实现。 

    动态学习常态化。《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走班制、选课制等教学组织模式⋯⋯利用

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其目的是打

破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同样年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学习同样内容的传统固化班级授课

制。要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发展的教育，首先要承认学生在能力水平、兴趣爱好、个人愿望、

体质体能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进行规模个性化的教育改革。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

发展，正在推动互联网教育企业与体制内的教育机构进行在线教育服务供给。学生能够在线选择

教师，以一对一或学习共同体的方式获得在线智力资源服务，同一学习共同体中的学习者年龄没

有限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省区甚至不同的国家。智能学习系统能够分析学习者的特征，为学

习者推送相应的学习资源。随着互联网企业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服务，有条件家庭的孩子通过互

联网企业将获得更多的个性化教育机会，这将倒逼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推动学校教育向网络延

伸，跨区域的虚拟班级、虚拟学校得到政府政策支持，以满足差异性与个性化学习需求，使所有

学生享受人工智能推动的虚拟网络教育带来的利益。这些措施将全面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中以个性

化发展为核心的动态学习组织的发展，并推动实体学校采用在同年级、不同年级之间，以学生发

展水平与需要为前提的动态走班制度、课程选学制度，实体学校的走班制与网络学习空间的动态

学习组织进行全面的融合，最终构建系统支撑规模个性化学习需要的虚实融合的动态学习组织方

式。 

    素质评价精准化。当前以知识为核心的考试制度，是制约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没有

另外一种制度替代考试制度时，考试制度正在以一种评价方式承担着社会认可的公平的人才选拔

任务。随着伴随性智能数据采集方式的完善，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对学习者学习过程、学习

行为、学习水平等进行分析，动态修正与表征，建立学习者的动机、能力、爱好、水平、态度、

体能、心智水平等要素构成的学习者精准画像，具备大数据智能过程性评价的新制度将从根本上

终结当前的考试制度，以学习者动态发展学业水平为基础的适应性双向匹配与选择制度将被建

立。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全面渗透与应用将推动当前教育体制的解构、重组与再造，建立机器智

能与人类（教师）智慧相融合指向学习者的高级思维发展、创新能力培养，启迪学习者智慧的教

育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