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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背景下教师角色定位及转化研究

高 娟
（宁夏大学 教育学院，银川750021）

摘 要：AI时代已经到来，AI与教育的结合必然使得教育领域发生翻天覆的变化。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对教

师角色重新定位。在AI背景下，教师需要积极适应教学角色和教学素养两方面的挑战，实现教师角色从

“讲师”到“导师”、从“单一主导者”到“协作学习者”的转变。

关键词：AI；教师角色定位；导师；协作学习者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78（2019）04-0061-03 DOI：10.3969/j.issn.1674-5078.2019.04.017

收稿日期：2019－03－15
作者简介：高娟（1992-），女，河南信阳人，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原理和教师教育。

一、AI的内涵及对教育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计算

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实现应用计算机模拟人

类的某些智力活动，从而代替人类的某些脑力劳

动，是一门涉及数学、心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经

济学、哲学和法律学等的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

模式识别、学习过程、探索过程、推理过程等。［1］Ar⁃
tificialIntelligenc简称AI，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

上”提出，2017年获得世界瞩目的成果，标志事件

是AlphaGo在与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的对弈中取

得胜利。目前，AI已经在医疗、交通、航天、农业等

领域广泛使用，世界各国也开始重视AI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美国、俄罗斯等纷纷出台鼓励政策。我

国也在2018年出台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提出要大力推进智能教育，探索泛在、灵活、智能

的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用模式。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AI技术的发展势必对

教育产生重要影响，“AI+教育”成为当前研究的新

形势。“AI+教育”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将各学科的

综合知识组织起来，建构科学的知识体系。“AI+教
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对大数据的应用和

分析，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能够辅助教师进

行教学活动，从而将教师从单一的活动中解放出

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

能力和研究能力。

BBC基于牛津大学卡尔·佛雷和米歇尔·奥斯

本（Frey＆Osborne，2016）的数据系统分析了365种

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率”，打字员为 98.5%，会计

为 97.6%，保险业务员为 97.0%，律师、法官为

3.5%，牙医、理疗师为 2.1%，建筑师为 1.8%，教师

为0.4%［2］。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使得人工智能

在短期内无法取代，但AI技术的广泛使用，却对教

师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教师要想获得长远的发

展，必须直面AI技术带来的挑战，努力寻求教师专

业发展的途径。

国外有关研究证明：将人工智能与在线测试

系统相结合，能有效解决来自教师、单一教学模式

以及当下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给予学习者

行之有效的人工智能训练体验，有效增强学习者

的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3］。

二、AI给教师带来的挑战

（一）教学角色的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认为，人工智能

教师在未来可能承担 12个角色：自动出题和批阅

作业的助教、学习障碍自动诊断与反馈的分析师、

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素质提升教练、学生心理素

质测评与改进的辅导员、体质健康监测与提升的

保健医生、反馈综合素质评价报告的班主任、个性

化智能教学的指导顾问、学生个性化问题解决的

智能导师、学生成长发展的生涯规划师、精准教研

中的互助同伴、个性化学习内容生成与汇聚的智

能代理、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助手。［4］与传统的教

学模式相比，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者，而是引导

者、辅助者。

·教 学 改 革·

61



晋
城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二
○
一
九
年
第
十
二
卷
第
四
期
︵
总
第
六
十
六
期
︶

1.增加知识储备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深度学习、跨界

融合、人机协同、自主操控等新特征，［5］教师不能仅

局限于学科知识，还要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AI
课堂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教师拥有渊博的知识

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条件。

2.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未来的教育需要AI教师与教师协同合作教

学，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AI时
代，教师需要娴熟地运用智能机器人，娴熟地获取

各种教育资源，掌握各种数据处理的方法与技术，

及时分析教育教学中的各种案例与问题。［6］

（二）教学素养的挑战

AI技术在课堂教学的应用，使得教师的学科

素养、信息素养、教育教学素养都将受到挑战，“科

技不能取代教师，但是使用科技的教师却能取代

不使用科技的教师”。［7］因此，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

是适应人工智能最好的方式。

1.学科素养

PISA2015将“科学素养”定义为：作为一个反

思型公民所需要的致力于科学相关问题和科学概

念的能力。［8］对于教师而言，就是进行合理的教学

设计、组织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学科素养是教师所具备

的基本专业素质，教师熟练掌握学科知识是课堂

教学的保障，教师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组织能力

是组织课堂教学的关键。当前，我国提出培养卓

越教师的培养目标，也是AI时代教师成长的新方

向。博雅的教师最具魅力，随着AI的发展以及在

课堂的广泛运用，教师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超越学科界限，轻松应对课堂教学中学生提出的

各种问题。

2.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是全球信息化背景下必须具备的

基本能力，是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

1974年在美国提出。简单的定义来自 1989年美

国图书馆学会，包括：文化素养、信息意识和信息

技能3个层面。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

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

需的信息。［9］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教师要具

备较高的信息素养。由于未来的教育是“人工智

能与人的智能”协作的教育，需要教师熟练掌握基

本的操作技能，能够独立分析数据并解决问题。

技术既是教育教学的手段，也是导致教育教学发

生颠覆性改变的革命性因素［10］。AI在教学中的应

用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掌握相应的技

术，利用AI技术处理教育教学问题，促进课堂教学

高效运转。

3.教育教学素养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将会更推崇个性

化学习。在个性化学习中，教师要帮助每一个学

生成为有价值的人。［11］AI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需

要教师用已有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素养积极引导学

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进行个

性化教学。在AI教师和教师协作教学的过程中，

作为协作者的教师需要与学生沟通交流、解放学

生个性，利用人工智能资源的反馈信息为学生进

行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

能力。因此，AI背景下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具备

良好的教育教学素养，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开发

学生的个人价值。

三、教师角色定位及转化路径

（一）从“讲师”到“导师”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讲者”，而人

工智能在教学中扮演着“讲师”的角色。针对教学

知识不断更新的特征，教师需扮演“导师”角色。

人工智能教师虽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是依旧无

法取代，“心灵的转向”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赋予

了教师作为实践者与守护者的使命，是人工智能

不能替代的专业特质。［12］因此，教师作为学生的

“导航者”无可取代。

1.导师角色特征及要求

AI与教师协同教学使得人工智能教师接替教

师知识讲解的工作，将教师角色转变为导师。教

育是“以善致善”，人工智能教师在本质上还是机

器，有着独立的编程数据和运行方式，在教学中对

学生心灵正向引导的还是教师。作为“导师”，要

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对于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

题及时解决，逐一解答学生的困惑。作为“导师”，

要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内在、与学生沟通交

流，以“仁爱之心”对待学生，引导学生心灵的积极

转向，使学生成为有德性的人。

2.导师角色转化所需路径

AI时代，教师要积极转变态度，接受人工智

能。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与学生广泛交流，挖掘

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心灵的积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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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拥有较高的学科素

养和信息素养，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以自身人

格魅力感化学生。

（二）从“单一主导者”到“协作学习者”

教师在传统教学中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单一地进行知识传授，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学

生掌握知识就是教师的目标，以成绩评判学生。

AI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使得教师角色转变为“协

作者”。

1.协作学习者的角色特征及要求

AI教师将和教师一起教学，AI教师能够批改

试卷和作业、从事学生能力评估等工作，将教师从

单调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课堂不能缺少教师，

教师作为协作者把握着课堂的进度和深度，与学生

有着情感联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需要教师

“要以人的方式对待人，培育理性而自由的主体，凡

是那些把人降格为物、视人为工具、践踏人之尊贵

性的教育是反教育的，是违背启蒙精神的”。［13］

2.协作学习者角色转化所需路径

教师需要熟练掌握信息技术，操作运行各种

教学工具。人工智能机器的程序性并不能解决学

生的全部问题，需要教师运用教育智慧灵活解决

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真正智能教育的目的，人

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完美协调，让机器智能辅助

人类智能发展，构建人机协同智能层级结构体，从

而实现“完人”和“智慧”的教育，是完人教育、智慧

教育、人性教育、生命教育，是一种有“温度”的教

育。［14］因此，作为协作者的教师需要将教育目的确

定在“人”上，这是教师角色转换的内在要求。

总之，AI时代已经来临，人机协同成为必然，

教师应积极顺应时代要求，重新定位教师角色并

积极转变，成为学生人生的导师并能积极协同人

工智能，培养出具有个性、思想的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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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ri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Role
in the Background of AI

GAO Juan
（College of Education，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The era of AI has arrived. The combin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earth-
shaking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o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eachers is challeng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role of teachers needs to be repositioned. In the context of AI, teachers need to actively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roles and teaching literacy,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roles from

“instructors”to“mentors”and from“single leaders”to“collaborative learners”.
Keywords：AI；teachers’role orientation；mentor；collaborative le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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