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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今语音识别、智能视觉、人机交互、机器翻译等人

工智能技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来
临。国务院 2017年出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

和教育部 2018 年印发的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3]

均有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教育发展。当前
我国教育信息化飞速发展，国家高度重视利用新兴技术
推动教育行业的发展，教育人工智能蓬勃兴起。 本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高校教师从认知与态度、使用意愿
与行为以及易用性、有用性感知等方面研究高校教师接
受以及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影响因素和能力现状，
发现人工智能教育时代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
多个层次提出相对应的建议，为教育信息化 2.0 环境下
的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更多思路、方法。

通过分析总结国内外对人工智能教育研究的文献
发现，国内外对人工智能教育理论层次的研究涉及学习
环境 [4]、教学支持 [5]、教师和学生 [6]等多个方面，理论层次
研究较为丰富全面， 但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证研究还
比较缺乏， 对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实践研究也略
显不足。

二、调查过程
1.问卷的设计和发放
本研究首先采用教师专业发展 [7]和 Davis 的技术接

受模型[8]理论对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进行维度
设计，从认知了解、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使用态度、
使用意愿、使用行为六个方面，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
问卷调查法研究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现状。

调查问卷共设计 45 个题，以单选、多选、填空三种
形式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对人工智能教育的认知
了解、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校内外支持以及进行人
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态度、意愿、行为八个部分的内容进
行调查。

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区不同学科的高校在职教师。
线上线下同时发布问卷， 线上采用问卷星发布， 收到
233 份，剔除 3 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30 份；线下
发布纸质问卷 50 份，得到有效问卷 50 份。 线上线下共
发布问卷 283 份 ， 得到有效问卷 280 份 ， 有效率为
98.94%， 具体数据利用 Excel 与 SPSS22.0 进行统计与
分析。

2.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1）问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方式通过 SPSS 对调查问卷

的信度进行测量， 利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人工智
能教学应用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以及进行人工智
能教学应用的态度、意愿、行为五个部分进行信度分析，
测量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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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 ： 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为
0.959，高于 0.9，即本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分析项被
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值没有明显提升，说明题项均应该保
留；结果中分析项对应的 CITC 值全部均高于 0.0，说明
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
数据信度质量高，可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2）问卷效度分析
问卷设计过程中以技术接受模型和教师专业发展

理论为基础，参考多个对教师教学能力现状调查文献的
问卷。 问卷编制过程中请相关专家修改检查，优化内容
效度。除此之外，本文还采用因子分析检验问卷效度，结
果显示 KMO 统计量值为 0.678，并且 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的结果小于 0.05， 这表明模型各项指标均达到理
想取值、模型的拟合较好，问卷结构效果理想、设计结构
关系效果良好。

三、调查结果
1.描述性分析
（1）基本情况描述性分析
研究群体定位为全国各地区高校在职教师，问卷中

基本信息部分共设置 6 道选择题， 调查性别、 年龄、教
龄、所任教的学科、专业职称、高校所在地区六方面情
况，结果显示，本次调查样本中男女比例为 4:6；年龄主
要集中在 40 岁以下， 在教龄和教师职称方面， 集中在
1-10 年和讲师，这与调查样本的年轻化有关；在学科和
地域方面，各学科、各地区均有涉及，减少了本次调查在
学科性质和地域分布上的数据误差。

（2）认知与理解描述性分析
问卷设置 5 道题， 从是否听说过人工智能教学应

用、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师生角色、应用和关键技术四
个方面，调查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认知与理解情
况。 听说过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教师有 271 人，占总人

数的 96.78%， 表明大多数高校在职教师对人工智能教
学应用有一定的了解。不同教师对人工智能教育中师生
角色定位不同， 其中认为教师的角色为引导者占比
62.86%、认为学生角色为学习的主动者占比 75.71%，这
两种观点较为一致。 在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方面，被调
查者听说过较多的有智能测评、智能答疑和智能导师与
助手，分别占比 75.71%、68.57%和 58.57%。

在人工智能教育关键技术认知方面，支持每种技术
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相当。 具体结果如图 1所示。

（3）有用性感知与易用性感知分析
采用李克特五分等级量表分别调查有用性和易用

性感知，结果显示，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有用性
感知较强，易用性感知略弱。 通过调查人工智能对促进
教学、优化过程、提高效果、促进评价、进行学习分析、辅
助教学管理等有关功能的倾向态度来研究有用性感知，
平均分为 3.67，即大多数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有
用性感知强。 从教学实践中人工智能的难易程度、课堂
任务把握、教学任务完成、方法技巧掌握以及应用压力
与信心几个方面来研究易用性感知， 平均分为 3.15，且
难易程度的平均分仅为 2.41，这说明教师在教学中应用
人工智能还有一定的难度。

（4）使用态度、使用意愿与使用行为分析
本研究从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必要性、 发展前景以

及使用意愿、 是否愿意推广四个方面调查教师对于进行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态度与意愿。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
认为有必要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 愿意在教学实践中
应用并推广人工智能。 67.14%的教师赞同教学中应用人
工智能，65%认为其发展前景好，这说明大多数教师对人
工智能教学应用的使用态度较好、使用意愿较强；但在教
学实践中， 经常或者总是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的教师
仅占 23.71%，说明当前教学中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多。

2.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检验分析教师

的基本信息数据（年龄、性别、教龄、职称、学科性质、所

表 1 问卷信度测量结果汇总表

Cronbach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
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应用人工智能进行
教学的态度

0.25 0.961

0.959

应用人工智能进行
教学的意愿

0.451 0.959

应用人工智能进行
教学的行为

0.308 0.960

有用性感知 0.741 0.956

易用性感知 0.755 0.956

图 1 调查教师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关键技术认知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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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等基本信息）与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不
同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教师的性别、年龄在人工智
能教学应用能力的不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而教龄、职
称、学科性质等因素差异不大。

（1）高校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性别差异性
分析

对属于二分变量的自变量 “性别”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式分析差异性。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教师进行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时，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握、教学任务的
完成以及教学效果的提高都有较大差距， 女性平均值明
显低于男性，即在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时，男性教师比
女性教师的教学能力更强。 具体调查结果可见表 2。

（2）高校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年龄差异性
分析

对有四个水平值的自变量“年龄”使用方差分析进
行差异性分析。 综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的教
师在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时， 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握、
教学任务的完成以及教学效果的提高都存在着比较明
显的差距。其中 50岁以上的教师各指标得分不高，即进
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能力不佳； 而小于 30 岁的教师
各指标得分较高，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尚可。

3.相关性分析
（1）高校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使用意愿和

使用行为相关性分析
通过 SPSS 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使用意愿与

使用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 0.182，
大于 0.1， 双尾置信度均不大于 0.01， 具体结果见表 3。
通过分析可知， 教师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具有相关
性，即提高教师的使用意愿能有效地促进教师进行人工
智能教学应用。

（2）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熟练程度和校内外
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
应用的熟练程度与校内外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支持的
相关性， 发现其熟练程度与校外支持的相关系数为
0.197，与校内支持的相关系数为 0.201，即提高校内外对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支持能有效提高教师进行人工智
能教学应用的熟练程度。
四、存在的不足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

认知理解、态度意愿和实践频次以及校内外对人工智能
教学应用的支持四个因素与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
用的熟练程度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即这些因素对高校教
师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影响较大，制约着教师人工智
能教学应用能力的发展。

1.高校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认知不深
绝大多数高校教师都听说过人工智能教学应用，但

实际上并不完全清楚其关键技术和功能作用，理论层面
认知的偏差会使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实践出现种种困难，
导致教学效果不佳，无法顺利提升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
力。因此，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
是其发展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重要基础。

2.高校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实践不多
调查发现， 经常或总是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实践

的教师不多。教学能力与实践紧密相关，高校教师应该在
教学实践中增加应用人工智能的频次和比例， 以提高其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

3.高校教师对提高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意识不强
教师的态度和意愿是决定其是否会进行人工智能

教学应用的重要因素，态度积极、意愿强烈的教师的人
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更好，反之则较差。 很多高校教师
并不清楚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意义何在，内在需求
不高，对提高自身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意识不够强

问题（进行人
工智能教学
应用时）

性别 N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的
标准误

F sig
（双侧）

您能较好地把
握课堂节奏

男 112 1.09 .288 .038
1.258 0.03

女 168 1.12 .326 .036

您能如期完
成教学任务

男 112 2.77 1.112 .149
1.179 0.01

女 168 2.51 .988 .108

您能有效提
升教学效果

男 112 3.59 .930 .124
0.094 0.00

女 168 3.30 .967 .105

表 2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性别差异性分析

您愿意在实际
教学中应用人
工智能吗？

教学实践应用
人工智能进行
教学的频率

您愿意在实
际教学中应
用人工智能
吗？

Pearson 相关性 1 .182*

显著性（双侧） .001

N 280 280

在教学实践
中，您应用人
工智能进行
教学的频率

Pearson 相关性 .182* 1

显著性（双侧） .001

N 280 280

表 3 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使用意愿
和使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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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导致能力无法增长。因此，提高高校教师人工智能教
学应用能力，首先要从提高意识做起。

4.校内外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支持不全面甚至没有
高校教师同时面对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还要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并且从资金方面考虑，高校教师很
难自己创造条件提升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而校内外
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支持，可以为高校教师提高人工
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和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提供良好
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获得支持较多的高校教师的人工
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明显较高。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这方
面的支持并不全面，甚至有些院校完全没有，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教师能力的发展。

五、建议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智能化成为教育现

代化进程中越来越热的话题。 调查数据表明，我国高校
教师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尚处于低水平阶段，在教学
实践中应用不多，虽然有用性感知较强，但易用性感知
不佳，并且校内外的支持不多。 基于此，本文从教师、高
校、社会和国家四个层面探讨高校教师人工智能的教学
能力的提升策略。

1.教师层面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

应用越来越多。 发展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的教学能力，
高校教师需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顺应形势、抓住机遇，
积极接纳、敢于挑战新理念和新技能。其次，要转变因循
守旧的思想，敢于突破自我，主动学习人工智能教学应
用的相关理论和技能。 然后，要加强进行人工智能教学
应用的意识，增加教学实践的频率。最后，树立终身学习
观念，在教学实践中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反
思、积累经验，持续不断地发展自身专业素养。

2.高校层面
为提高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高校应积极

行动起来：首先，要为教师创造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
的软硬件环境。 其次，要明确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
培养目标，从理论方面加深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理
论的掌握程度，从实践方面加大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
应用的培训力度，减小其关于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认知
与实践难度。最后，要加强产学研理念，加大校企合作力
度，积极与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建立联系，为本校教师的
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多资源。

3.社会层面
社会大环境要鼓励高校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

用，并提供便利的实施环境，积极响应智能教育所需的

社会要求。 首先，社会上教育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研发
人员或专家应进校宣讲或展示其研发的相关产品的开发
理念和各种功能， 以此解决高校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
用理论知识薄弱以及对技巧了解与掌握不足的困难。 其
次，在支持引导高校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同时，
应注意要在提高教师主观能动性与自信心的基础上，鼓
励高校教师自觉主动学习， 分析其自身进行人工智能教
学应用的优劣之处，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提高教学能力。
最后， 为教师提供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软硬件平台的设计
方要从便于教师使用和掌握的方向改进设计、改善不足，
给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持
环境。

4.国家层面
首先，国家应增强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高校教师积

极学习新技术的意识，鼓励高校教师积极进行人工智能
教学应用，充分规划教育人工智能布局，落实相关保障
政策与发展规划，在各项政策上加大鼓励与扶持，激发
高校教师进行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热情，减少高校教师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改革的后顾之忧。 其次，国家应
建立明确的教育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法律的普遍性、强
制性、规范性的特点，切实保障高校教师通过增强其人
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来发展自身专业素养的合理权利，
另外，在完善立法的前提下，还需要相关部门跟进监管
机制，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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