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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教育生态是人工智能新使命 
 

北京教科院课程教材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王凯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人机交互、无人驾驶等诸多行业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并加速冲击着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当人工智能与教育相遇，会出现什

么样的场景？在刚刚结束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以题为《中国的人工

智能教育》的主旨报告对此进行了展望。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段，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彻底改变教育的时空场景和供给水平，并进而构建出一种新的灵活、开放、终

身的个性化教育生态体系。 

    如果把教育比作一个系统，人工智能就是一种“外来物种”。当前的教育系统从目标到内容、

从制度到流程都带有较强的固定性，其中的要素相对单一。知识被认为是有关世界的事实和如何

解决问题的程序的集合，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是将这些事实和程序弄进学生的头脑，教师对这些事

实和程序“闻道在先”，他们的职责就是将知识传输给学生，而确定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的方式就

是检查学生获得了多少事实和程序，这样的生态系统构成单一、缺乏缓冲、容易崩溃。作为“外

来物种”的人工智能需要发挥其优势将单一的生态系统转变为丰富的生态系统，增加系统的构成

要素，增强系统的缓冲性，提升系统的抗崩溃性。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

同等特征，教育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开放中进一步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加速了教育的

自我进化与知识的老化，并在加速形成迅速膨胀的全球性知识库，作为教育核心的学习这一要素

正在被深度改变。同时人工智能已经在诸多领域中展现了远超人类的能力，学校教育没有必要在

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与之一较长短，在目标设定上要重视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的

能力的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同理心、好奇心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首

先要解决目标的问题，要为目标升级注入新动能。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结构，技术改变了学习资源的分布形态，改变了参

与者之间的教育关系。在此情况下，人工智能要实现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多种

渠道接入学习，获取知识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内部，更不能局限于课堂。首先利用辅助学习智能

机器可以还原知识产生的过程，突破学科的界限、书本的界限、时空的界限，其次利用可穿戴设

备、虚拟现实等将现实的物理场域与虚拟场域相结合突破教室、学校的界限，通过在学校物理空

间之外营造虚拟空间与交互空间，实现了涵括学生完整学习圈的学校教育场域重构。 

    实践已经证明，凡是可以明确地用规则进行描述的领域，无论多么复杂，人工智能机器人都

将远超人类。在传统教育生态中，学生承担着所有的受教育任务，既要记忆、理解，又要应用、

分析，还要评价、创造，大量确定的、重复的、机械的任务需要学生反复操练。当人工智能进入

教育后，它可以帮助学生处理规则确定性、动作机械性、过程重复性的教育任务，让学生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富有情感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如此一来，人工智能提供了行为主体的智能代

理功能，改变了教育任务的分配，并使得学习不仅发生在学生头脑中，还发生在人与智能工具的

交互过程中。 

    人工智能加教育大数据，一方面让教师备课更具有针对性，上课更具有时效性，另一方面还

能替代教师阅卷等繁重劳动，释放教师的时间与活力专注于教学改进。人工智能赋能学习可以拓

展学生学习的时空，让学习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高仿真技术可以使学生难理解的概念可视

化，难表征的过程具象化，提高了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可迁移性。各种智能学伴技术可以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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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打通链接海量有关信息源的通道，使得海量资源随时可得，把真实问题、真实数据带入学生视

野。虚拟技术可把教师、学生、家长、专家等不同的兴趣共同体与学校连接在一起，促进相互间

的互动和学习，并提供促进学习的工具和支架，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表征、组织、建构、分享、

管理、表达、反思等，提升其学习能力。此外，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表情识别技术

能够全方位记录、加工、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得学生可以获得来自工具、教师和同伴的即

时反馈，反思自己的学习，提高学习的元认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