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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师教学的知行路线

李 芒，张华阳
(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 如何认识与运用人工智能促进教学，是大学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亟待探索的问

题。从教学知行路线视角来看，在人工智能与教学要素结合上，大学教学中学生、教师、教

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这六大方面遭遇了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厘

清，可以从人机共“筑”的学生“无监督”路线、人机协同的教师“树根”路线、教学目的的

“遗传”路线、教学内容的“强化”路线、教学方法的“决策”路线、教学环境的“非零和博

弈”路线 6 个方面进行阐释。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只有围绕教学要素打造知行合

一的人工智能教学新路线，才能实现“人机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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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掀起的人工智能浪潮已将人类教育活动卷入一个人为所致的进退维谷的涡

流之中，使得教育关系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紧张、沮丧、悲伤和痛苦的心境之中。事实上人

工智能并非如某些论者臆想的“全知全能”，人们大可不必自取其殃，鳃鳃过虑。人工智能到目

前为止只是一个 63 岁的“婴儿”，我们现在离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很遥远［1］，真正能够触及教育的

本质、助推教育的发展还需人类领着人工智能进行无法预测的时空长征。正如亚里士多德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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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目的因”中所言“人与机器共在”，机器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点拨”，“没有一件工艺制品的

制作根源在自身之中，而是在他物之中”［2］。在此历史节点上，走什么路、怎么走路就是一个首

要课题。实事求是地“坚持知行合一”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而知行路线则是人工智能

作用于大学教学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3］。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师教学的知行路线是指大

学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认识教学要素并产生相应教学行为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准则。可

以说，人工智能定会对教学要素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必须以新视角审视带有人工智能色彩的教

学六要素。教学六要素在此包括学生、教师、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方

面［4］，人工智能作用于这些教学要素带来了学生个性激发、教师角色重构、教学目的转移、教学

内容重整、教学方法复叠、教学环境解放的认识改变，并促发了知识表示、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自

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专家系统应用在教学中的行为活动［5］。

由此，围绕具体的教学要素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师的教学知行路线，有助于让教师意识

到，截至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并未触及教学本质，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必然能够提升教学效益，唯

有如此，才可助力师生迎接和战胜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新挑战。

一、人机共“筑”的学生“无监督”路线

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学生提供了满目珠玑的“学习宝鼎”。与互联网时代相比，学生学习出现

了 3 个新特征，即高纯净性、高复合性和高选择性。通过人工智能“过滤”和“淬炼”所获得的信

息具有高纯净性，更加贴近教师提供的教学内容。高纯净性是指这样的信息几乎可以直接作为

学习内容供学生选择性学习，学生不再像以往那样陷入知识的海洋却饱受知识的饥渴。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学生学习内容也提供了“学习方法库”，其中的方法和模式具有高复合性。

高复合性是指这些方法和模式几乎可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为机器人技术、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等提供了技术保障，为学生接受个性化学习、进入虚拟世界和“看清”现实世界提供

了设备途径，为学生进行语言学习和利用专家系统学习专业课程提供了便利性条件。人工智能

还能够给学生提供具有高选择性的智能环境。高选择性是指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环境，通过

人工智能提供的实时翻译参与全球学生的开放式互动，或是在智能图书馆的研讨中进行封闭式

学习。当具备以上“三性”的“学习宝鼎”不知不觉地惠及学生之时，却存在着学生“三不用”的

现实问题，即“不会用”“不好用”和“不想用”人工智能进行“无监督”学习，其原因在于仅凭教师

或人工智能提供的个性化学习方案不可能完全满足学生的真实需求，学生难以将自己与人工智

能相处中的角色准确定位，对此，我们提出了人机共筑的学生“无监督”路线。

无监督学习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相对监督学习的一种机器学习方式，其中带有运用计算机替

代人类部分工作和人机协同工作的含义［6］。学生的“无监督”路线是指教师运用人工智能为学

生提供帮助后退出学生的学习场，让学生依靠具备高准确性的“师 －生 －机”个性化学习共同定

制方案，在人工智能“学生”的陪伴下实现强紧密性的自发性学习。“无监督”学习的实现首先有

赖于教师冲破固有的认识论，避免以自我为主的过度主体意识，激发为学生负责的教师他者性，

同时重塑教师的主体性。此举也超越了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教师对学生发展负有无限

的责任［7］。由此，才能有助于“师－生－机”个性化学习方案的确立，才能运用人工智能为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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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精准助学，并打破以往个性化学习方案中仅仅依靠机器定制而产生的“一味孤行”。同样，也

只有发挥教师他者性，才能真正帮助学生认识到教师不在场后，人工智能“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作用，才能解决学生在“无监督”学习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为促成“无监督”学习，教师先要认识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之处，才能提供人机共“筑”的具有

高准确性的个性化定制方案。教师必须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值得付出并全力培养的，同时又应

借助人工智能看到并认可每个学生的可取之处，也发挥自身判断力辩证地看待学生的“待优”之

点。这种“待优”点呈现出美人之美的独到之“魅”，学法各有千秋，见解各有所长，呈现出一幅互

争互长的生发之势。在平等看待、个性培养的基本认识之上，大学教师便能在行动上以人工智能

为镜，照学生之像以了解学生的知识特征、行为特征和态度特征［8］，挖掘数据深层含义以提供自

适应学习、精准评价的可选手段［9］。教师不可以人工智能所呈现的“虚假”的像为完全依托，评

判一个学生的是非或好坏。教师更应发现并将镜中的“像”抽离出其“虚伪”的面目，凭自身教学

经验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的定制选项，更应发挥教师的他者性，咨询学生对个性化选项的发展

性建议，形成“师－生－机”个性化学习定制方案，不陷入对于人工智能方案的盲目推崇，不将学

生的个性发展捆绑在人工智能上，避免学生呈现同质化特征。

此外，为使学生能够在与人工智能“相处”的学习中达成强紧密性，教师还需要认识到学生

面对人工智能介入学习产生的陌生感，使学生熟悉人工智能并进行“无监督”学习，从而避免学

生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学生的角色定位问题是指当人工智能所模拟的“学生”与学生成为学

习伙伴时［10］，学生通过了解人工智能“学生”后，对自身身份认识的确认。教师的退场并不意味

着教师没有责任，而是以更强烈的他者性使学生真正能够与人工智能“学生”呈现强紧密性。在

教师退场后，学生能够通过与人工智能“学生”的顺畅“交流”获得学习生长。在学生与“学生”

之间强紧密性构建的基本认识上，大学教师应“安排”学生“遇见”拟态的“学生”，激起学生强烈

的探索欲与求知欲，激发学生的诉说欲与表达欲。各种欲望糅合交杂为一体，在学生与“学生”

的“对话”中逐渐被释放。学生为探索世界与觅得真知，不断向“学生”进行“发问”，获得被精心

甄别的信息，使学生求得优质信息的时间大幅缩短，让每一次发问都成为身心愉快的经历，学生

以更舒适的探求方式获得更优质的学习体验，以更无畏的精神创新进取和开拓视野，在工具理性

之上完成学习提问。这样的交流不止于“发问”，更可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让学生向人

工智能“学生”进行教学。学生能够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时，已经完成了知识内化和知识表达的

挑战，每一次“教学”活动都成为考验学生知识水平、言语表达技能的精彩征程。学生以更勇敢

的行为创造生成和迭代提升，在交往理性之中完成“交际”学习［11］，甚至学生的他者性培养也通

过教人工智能“学生”学习而实现。学生将责任视为主体的必需选择，能够为他人负责并将他者

作为独特的、被尊重的主体对待，实现自我的超越并运用他者性重塑自身的主体性［12］。最终，学

习过程所形成的高创造性使学生大有裨益，使学生达到身心的最大恬逸并得以与人工智能“学

生”以强紧密性的关系实现“无监督”学习。

二、人机协同的教师“树根”路线

人工智能技术所挑起的时代冲击，让大学教师的所见所闻不仅呈现海量增长，其背后隐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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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人工智能用于教学所内蕴的高繁杂性、强互涉性和长反馈性。高繁杂性是指教学内容不再

呈现为单一、割裂的部分，知识图谱技术的引入使资源之间呈现出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

现为相互连接和提供追溯。强互涉性是指用于教学的方法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连通

的关系，知识表示、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均将引起教学主客体的迅速迭进。长反馈性

是指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技术支撑教学中产生信息的记录，并能够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在

学习后的任意时间节点进行教学反馈。当教学中的事物已呈现量变兼质变时，大部分教师难免

出现恐慌、焦虑、沮丧等情绪问题，对人工智能工具化与角色化的认识与利用便成为亟待探讨的

重中之重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了人机协同的教师“树根”路线。

树根节点是人工智能中数据的树形结构中所有节点的祖先，无论有多少子树，均不会影响树

根节点的核心地位。将教师看作与人工智能相处中的“树根”节点，意味着对教师主角身份的严

肃声明。人机协同的教师“树根”路线是指教师能够认识人工智能的工具化与角色化，并利用人

工智能提供的工具属性和角色属性开展教学。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对人工智能产生的种种负面

情绪，并以审慎的态度面对人工智能开展教学。

教师必须充分认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所体现出的强辅助性。强辅助性表现在与以往的技

术工具所发挥的水平相比，人工智能提升了难以估量的指数级增益，但同时这种辅助仍是有限制

的，并未冲破“辅助”所指代的含义而成为“替代”。人工智能的工具化表现为以与人不同的原理

模拟人的功能，通过人工智能自身的原理实现知识存储、自我“学习”、“感官”获取等功能。具体

而言，教师可利用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可以体现在多个维度，主要包括知识表示、机器学习、模

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所提供的功能。知识表示构建出庞大的知识库，为人类记载和传

播已有的光辉历史和知识进展史，为教学提供具备搜索准确性高、历时性短、正确性强的“网

脑”［13］，教师可将这种“网脑”作为教学资源收集的重要辅助手段。有论者错误地将“网脑”当作

人脑，从而放弃了自我进化而成为一个只会搜索的工具人，忽视了大脑中的知识储备，从而丧失

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性思维。机器学习能够实现学习分析，构建学习者模型，实现反馈、评估、

学习支持等功能，为教师提供个性化学习和数据循证的依据，但教师绝不可以把量化的数据视作

全部，上了“算法”的当而忽视学生的真实诉求和对学生应有的关照。模式识别提供了人脸识

别、情感识别、体感识别的可能，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喜怒哀乐和身体行为，能够直接指向人的身

体、心灵与心智，以促进个性化学习定制方案的实现。然而，无论是身体、心灵或心智的层面，教

师均应把握“度”的概念，为辅助性的工具使用设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自然语言处理能够实

时记录、翻译各种语言，为师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相互激发、相互碰撞形成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

认识提供智能记录和转化的功能。教师应在人工智能挖掘处理的基础上，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萃取”出来，避免“所有信息都接纳，所有观点都称赞”，和稀泥式地把内容全部纳入“囊”中。

教师需要认识人工智能角色属性所构建的近人物性。近人物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技术

工具所表达出的与人相近相似的属性，人工智能的“思维”与“行动”已呈现出划时代的意义。目

前的近人物性还只是一个起点，远远没有达到科幻小说、电影所假想的“机器人”充满幽默感或

是充斥着罪恶的恐怖元素，教师大可不必恐慌和焦虑［14］，而应该一手领着人工智能一同为教学

“工作”，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成长的“小学徒”。这样的“小学徒”在当前已经衍生出导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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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评价者、协调者、连通者、同伴、学生等兼有不同功能的人物角色［10］。在“工作”中，教师可以

运用人工智能的角色功能，辅助教师完成教导、训练、评价、协调、连通、协助的教学任务，以人工

智能丰富的教学角色形成教师、学生、人工智能“在场”方式的若干组合，改变传统师生的“在场”

方式和“在场深度”［15］。由此，借助强辅助性的人工智能工具化和近人物性的人工智能角色化，

教师便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确立自身的“树根”地位，在动态演变的时代中形成角色回应。

三、教学目的的“遗传”路线

人工智能时代对于高等人才的需求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形成了“技术创

新—工作机会—人才培养—教学目的”的双向循环。技术创新总是会淘汰部分工作，但是又会

以其他形式提供新的工作机会［16］。人工智能冲击社会造成的影响亦是如此，并通过变革产业结

构，倒逼人才培养的模式不断转换，促使教学目的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比起过往教学目的

的确定性，人工智能的发展致使学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已成为现代大学教师更应重视的核心。作

为人类精英培养者的大学教师，必须正视当前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这一事实，培养学生的人工智

能技术运用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相应素养。对此，构建能够适应学生发展的教学目的“遗

传”路线已成为关键所在。

遗传算法是模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机理的生物进化过程的计算模型，

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方法［17］。教学目的的“遗传”路线是在继承已有教

学目的的基础上，通过对短期和长期教学目的的“遗传”性改造，为学生提供适应未来社会的实

践路径。短期的教学目的可以直接指向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培养，而长期的教学目的则在于培

养人工智能时代应具备的素养。

短期的教学目的具备高灵活性，教师能够将学科内容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相结合构成

“AI + 学科”教学，在教学中运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进行教学。具有高灵活性的教学目

的，使教师不再拘泥于传授学科内容的目的，或单纯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而与教学脱节。优

秀的大学教师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技术引入可以与学科内容进行结合，并帮助学生掌

握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方法，甚至能够更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所在学科。除在深度

层面利用与开发“AI + 学科”教学，新时代的教学也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在广度上融于大

学公共课之中，利用“AI + 公共课”或“AI + 通识课”让所有学生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适应未

来社会。具体而言，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收集专业学科课程或公共课的相关教学数据和学习数据，

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机器学习过程，为师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服务［18］。教师还可以运用语音识别

技术让学生学习语言学科并获得实时指导［19］，运用知识图谱技术使学生学习数理学科并得到逻

辑的数理［20］，运用体感识别技术指导学习者完成医学学科等动手性强的学科实操活动等［21］。此

外，教师甚至有可能引领学生开发专属于自己学科的智能教学系统、服务于专业的智能机器人等。

长期的教学目的务必体现出强沉淀性，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备每个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应

具备的素养，这种素养由短期目的积累而成，是一种积淀的、绵延的、系统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沉淀物”。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前景具有不可预知性，只有将长期教学目的转移至人工智能时

代素养的培养，才能使人“携手”人工智能灵活地走向未来。长期的教学目的所指向的素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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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行动上是一种指向价值观的培育，是教师需要在潜移默化的行为中为学生搭建价值取向的

过程。教师不仅要管理自身的行为，同样要约束人工智能的行为，并为人工智能的使用与开发提

出真实的意见，避免被算法漏洞所侵害［22］，不然歧路亡羊的危险便已在路上了。

四、教学内容的“强化”路线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时代创造了多元化的知识来源［23］。学生主动获取的学习资源已具有高

保真性，学生用人工智能助手寻找到的学习资源不仅数量丰富和运用灵活，更有可能学习到有质

量保证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指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经选择而纳入教学活动的、学生所学对象

内部的文化体系。文化体系中的内部要素主要包括价值观、思想、知识、行为、技术、习惯和规范

等，这些要素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分界清晰、自主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内在矛盾，并由这些矛盾

衍生出教学内容的多元性、价值性、复杂性和生成性。大学教师需要在此刻察觉到一个严肃的问

题，即学生已然获得了如此丰富和优质的资源，教师应如何设计具有自我独特风格的教学内容，

而不至于让学生在课堂上劳而无功和学习失望。由此，教师不仅需坦然承认人工智能能够提供

数量大、质量高的学习资源，更要意识到教学内容呈现矛盾发展的趋势，这种承认和意识带来的

紧迫感让教师有意识地去运用人工智能“强化”教学内容的质量和价值，并发挥自身卓越的判断

力，由此才能在教学内容的选择、理解和呈现 3 个方面大有所为。

强化学习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一种范式，用于描述和解决智能体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

中通过学习策略以达成回报最大化或实现特定目标的问题［24］。教学内容的“强化”路线是指对

提升内容质量与价值的认识及操作方法集，以发挥教学内容作用的最大化。“强化”的教学内容

才能提升大学教学的价值，有质量和有价值的教学内容意味着能够解决学生在课堂中“空手而

归”的失落问题，意味着不会出现内容质量与价值的缺位。由此，构建教学内容的高复杂性与高

生成性成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关键手段。

教学内容的“强化”路线首先在于务必使教学内容具有高复杂性，必要的教学难度才能将学

生的思维、精神和灵魂从完全自学甚至不顾教师的情形下“拉回到”课堂上来，而这一点还有赖

于人工智能发挥作用。内容复杂性并非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故意给学生设计很多没有意义反而繁

琐的障碍，而是真正将复杂性体现在教学内容理解的困难上［25］。为使教学内容具有高复杂性，

大学教师可借助人工智能收集有质量的信息资源，跟踪领域前沿，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更

新是一种“转识成智”的过程，是教师发挥自身专业特质的过程。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聚合与筛

选、测试与反馈，可以帮助教师更迅速地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26］。存储于网络上的资源

并未存储在教师的大脑之中，人何以思考不知之物。思维的基础是占有材料，大脑中无材料则无

思维，无思维则无思想、无观点、无认识，我们不能将人脑思考所需的材料在人脑没有的情况放于

网络之中。有论者自己嗜书如命，却妄指师生无需记忆，只需网上漫游。网上的资源再多，如果

没入脑入心也不是你的。恰如银行的金条再多，不是你存的，那也不是你的。

此外，教学内容的“强化”还务必构建教学内容的高生成性，必要的生成性是区别于视频、虚

拟场景等不变事物的吸睛之处。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思维活动是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核心

活动［27］。只有困难的教学内容才能引发学生真正的思考，追问出让教师都头皮发麻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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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工智能的微小提示很有可能帮助学生甚至是教师突破知识迁移运用的屏障。面对困难的教

学内容，教师才有可能调动全部脑力，在课堂甚至是在课后冥思苦想，借助人工智能与学生继续

解决生发出的真问题和难问题，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寒暄”式“问题”。由此，教学内容并不仅仅

是知识的罗列与照本宣科式的朗读，师生应围绕教学开展思维活动。教师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开展智能导师问答、虚拟场景模拟探索等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务必注重理论依据的合理性、教

学情境的丰富性、潜在认知冲突的激烈性、思维技能运用的外显性和思维技能的可迁移性［28］。

人工智能在此也可以为教师提供学生思维运转和能力表现的结构化数据，帮助教师有针对性地

激发学生思维。课程预设内容可以来源于人工智能所收集的信息素材，经教师审辨式加工后成

为“准教学内容”，进而产生现场生成性的教学内容，可以说，每一次教学都具有不可重复性［29］。

五、教学方法的“决策”路线

人工智能时代，各种科技设备如泄洪般乍现，催生出不胜枚举的教学新方法。教师也许“昨

天”才听说“移动学习”，“今天”就被“人工智能”所困扰; 教师“昨天”刚会做微课，“今天”就被要

求运用“智能教学导师系统”。时空重组、概念迭代、技术演进使教学发生基于人工智能的融合

式嬗变。鉴于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拥抱新技术，还应避免一味接纳而不作判断的运用，同时，应考

察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技术在教学中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以做“决策”。

决策本是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与开发中对数据的一种有效性处理，为保证数据价值而将无用

的内容排除在外［30］。这里的教学方法的“决策”路线是在对方法采取“加法”认识的基础上，在

具体每一次运用方法时采取有智慧有取舍的认识与行动线路。“决策”是每一次运用教学方法

的前提步骤，务必具有高智慧性，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有教育价值，不存在永远被排除在外的方法。

教学方法的决策必须体现出接纳各种方法后在抉择时的高智慧性，敞开怀抱，接纳各种教学

理念与教学媒介。这种接纳并不完全是一有就拿，拿了就用，而是有“决策”依据的核心。大学

教师可凭借教学方法分析框架［31］，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不断反思以下 6 个方面的问题，时刻提

醒自己不要“作茧自缚”。这些问题包括: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是什么? 人工智能时代的师生是

如何相互作用的? 各种新的教学方法的性质和水平如何? 它有何种性能或功能? 它适用的范围

是什么? 它的运用需要哪些条件? 当大学教师有朝一日“顿悟”教学方法的奥秘，便会认为与其

说教学方法是一种教学知识，毋宁说教学方法是一种教学智慧［32］，更是一种教学艺术。那时的

教学更应该是一种“智慧”教学，而不仅是智能时代的教学。教师应该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中有智

慧地为学生注入生命成长的强力助剂，避免“舍道逐技”的教学怪象，避免将育人价值淡化与丢

失［33］。在反思框架的认识基础上，教师在行动上要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匹配度和教学媒

介的适用性。教师辩证地、批判地、冷静地取舍各种教学方法，不畏惧人工智能技术取代教师的

种种言论，充分认识技术的有限性，如人工智能的“看见”与人真实的看见背后隐藏的机理完全

不同。此外，教师更要具有高适切性地使用教学方法，避免陷入“什么来了用什么”的单向度思

维。这种单向度思维会使人永远只能目睹一片技术繁荣的景象［34］，只看到技术之于教学方法的

价值，而看不到新技术给教学带来的痛苦，也看不到“丢弃”在历史选择中仍有价值的教学工具。

因此，教师需要睁开使用教学方法的独到之“眼”，以“眼”观“技”，不可沦为工具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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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环境的“非零和博弈”路线

全球化使得人类进入交互大学时代［35］。新一代人工智能加剧了交互大学的国际化趋向，使

教学环境呈现高边界性，意味着师生需要以适化与超越的姿态融入教学环境。人工智能使教学

环境的转变疾如旋踵，智能设备直接升级了物化环境，智能技术支持的全球课堂的形式直接构建

了新型的人文环境。对于大学校园而言，大大小小的课堂教室迅速“蜕变”为大小不一的“学习

中心”，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节点，恰如实践中的室联网［36］。教师能否利用好教室的网络节点属

性还是一个关键问题。不止于物化环境的改变，人工智能还能通过将语言实时互译，让全球化的

课堂成为一种可能的应用场景［37］，进而引发来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相互理解、相互原宥的良

性发展趋势。对此，教学环境的“非零和博弈”路线有助于解决教师“用不好”智能物化环境与教

师难以把控以全球课堂为代表的人文环境的真实问题。

非零和博弈是一种合作下的博弈，最典型的代表是囚徒困境实验。人工智能领域也引入了

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的概念，其中非零和博弈能够提供双方共赢的可能。教学环境的“非零

和博弈”路线是指教师能够认识到自身需要在人工智能环境实现与环境的共赢，以实际行动保

证教学效果与实现环境所具备价值的功能发挥。“非零和博弈”路线能够让教师从认识和行动

上理解和容差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实现人与教学环境、教师与学生的双重共赢发展。

教学环境“非零和博弈”路线应使教师具备高理解性。理解表现在教师需要认识到变革过

程中学生的“好奇心”非但不是“调皮捣蛋”，更是一种“好奇心驱动”，是学生探索外在事物的一

个过程。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38］，是一切学习进步活动的原点。教师应以鼓励和包容的

态度一同迎接属于师生共同的教学“腾飞点”。这种理解的行动表达应表现在教师能够自觉提

升对智能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上，能够在智能环境中有所作为，将智能环境真正作为提升教学

效果的有效武器，而不是将智能环境当作可有可无的外在存在，或是应付性地使用。真正的卓越

教师能够在课堂中有效利用智能环境，即便只是一分钟，也能体现其独特的在传统教学环境中难

以实现的作用。

在教学环境的“非零和博弈”路线中教师还需具备高容差性，体现在教师能够尊重不同文化

背景的学生，同时保留作为中国教师所特有的文化底色，即将“遇见”的全球课堂联结各地学

生［39］，在相互理解与彼此原宥的道路上，师生将逐渐消去各自的文化过度中心化，不断认可与理

解各有千秋的文化意蕴。同时，作为“踏上”全球课堂的中国教师，能够将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所滋养的优秀素养展现出来，这背后必然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的全面展示［40］。

人工智能恰能以知识表示等技术为身处“全球课堂”的教师提供各类文化的背景信息，以语音识

别等技术提供师生之间的实时互动，打破传统交流中因翻译而导致的尴尬、沉默与误解。将容差

作为基础，必然有助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加深，使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1］，使学生真正浸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识之中。

七、结 语

人类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终将走向何处，但似乎我们在反对教师霸权、行政霸权及资本霸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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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被另一种霸权所替代。人工智能霸权使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于逻辑苛刻的机器，陷入人与机

器的权力悖论。技术理性与人类的价值在争夺现代人的灵魂［42］，因此，亟待摆脱挣扎的人类需

要变得更加智识，如此才能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发挥到极致。愈是危急，愈要正本清源唤醒

“良知”，才能使人自知自审，使身心彻底地精而为一以促使知行合一［43］。因此，教师务必正确认

识和发挥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作用，作为教学主导努力地思考，谨慎地行动，进而在“技术盛世”

中自觉遵循教学规律，走好知行路。这是将人类命运引向“超技术”人文世界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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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oute of Knowing and Doing of University Teachers’Teaching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 Mang，ZHANG Huayang
(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How to recognize and us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eaching is an urgent
teaching route for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route，combined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aching elements，there are many prac-
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ollege students，teachers，teaching purposes，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se problems can be explained from
six aspects: the students’unsupervised route，the teachers’rooting route，the teaching purpose’s
genetic route，the teaching content’s strengthening route，the teaching method’s decision route and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s“non－zero－sum game”route．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era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the“man－machine intelligence”can be achieved only with the teaching elements to
create a new lin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teachers; university teaching; route of knowing and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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