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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

发展，世界各国学校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已

经呈现出总体快速上升的趋势。各级各类学校正在将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融入课程内容、教学方

式以及评价体系，以促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利用

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实施

课程和教学的“数字化”，成为全球学校教育创新发

展的重要特征。世界各国都在加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技术的创新应用力度，通过平台化的方式来扩大师资

力量、优化师资配备，特别是，不断地采用信息技术

助推学校教育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变革，力图全面

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和学校教育数

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明确强调“推进教育数

字化”。这一教育政策要点在2023年2月举办的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上得到了直接反映和全面响应。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向基

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教学方式转

变，以实现高效、便捷、可重复性高的教育服务，亦

是使用数字技术创建新的（或升级改造过去的和现有

的）业务流程、文化和体验，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

和市场需求的过程。这种在数字时代对业务的重新构

想、重新设计和重新构造就是数字化转型。教育中的

数字化转型，无非是用数字技术改变传统的学习过

程、教学过程和管理过程。我们正在见证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崛起，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

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

世界各国学校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不仅体现为

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课堂、互动式教学等

新形式来实施个性化的学与教，而且也反映为大量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例如自动评分、AI语音助手、

虚拟实验室、机器人、大数据分析支持的智能化教学

和精准化教学，以及教学材料和内容的生成等方面。

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在学校教育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均衡优质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作为一个强大的语言模型，ChatGPT有可能彻底

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与人工

智能互动和沟通的方式。它所生成的、类似人类的自

然语言文本的能力能够协助完成包括语言处理在内的

广泛任务，遂使其成为企业、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

和任何个人的宝贵工具。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

科技史上诸多具有标志意义和节点效应的重大科技新

进展。阿隆·列维（Aaron Levie）是世界著名的协作

式的文件分享平台（俗称网盘）Box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和联合创始人，他指出：“ChatGPT之所以如此激

动人心，是因为它的形式完全适合展示人工智能如何

成为几乎所有类型工作的有用助手。”的确，Cha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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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正在对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学校教育要抓住机遇，与时俱进，调整

教育目标，改进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从而实现人工

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和优质均衡发展。而

这必须要从深刻领会ChatGPT等人工智能对学校教育

的意义和价值入手，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学什么与

教师怎么教这样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也正是本文试

图尝试完成的任务。

一、ChatGPT引发全球关注和教育界忧虑

ChatGPT是由总部位于旧金山的OpenAI开发的

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于2022年11月30日

公开测试。 ChatGPT 的名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Chat 即“聊天”；GPT为英文“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首字母缩写，意即“生成式预训练转

换器”。简言之，ChatGPT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程序，

它可以理解人类输入的文字，并根据文字的提问和指

令，以文字的方式输出答案和反馈，从而实现借助自

然语言的多轮次的人机对话。

具体而言，作为一款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atu-

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的聊天机器人技术，

ChatGPT 使用基于 GPT-3.5 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并通过强化学习进行

训练。它能够理解用户的意图，并生成相应的回复。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历史对话，实现多轮

次的对话式交流，自动生成更准确的回复，并根据客

户的输入，自动提供智能推荐，还可提供相关信息，

以期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根据瑞银的一项研究 （Wodecki, 2023），Chat-

GPT已经创下了新的流行度世界纪录：其在推出5天

后，注册用户数过百万；在推出后仅两个月，就获得

1 亿名月活跃用户，成为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

者应用程序，超过 TikTok 和 Instagram 的采用率。

2023 年 1 月，ChatGPT 平均每天有 1,300 万独立访

客，比 2022年12月翻了一番，行业专家对聊天机器

人前所未有的成功印象深刻。不仅如此，ChatGPT掀

起了一场人工智能竞赛，美国的微软和谷歌以及中国

的百度等全球头部企业围绕人工智能的你追我赶的局

面正在形成。谷歌紧随其后发布了自己的Bard，百

度声称类似ChatGPT的产品正在内测，预计将很快正

式对外发布。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着ChatGPT掀

起了一场全球风暴——它不仅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空

前的高度关注和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的大讨

论，而且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界对其负面影响的广泛

忧虑。系统梳理ChatGPT快速崛起所引发的争论，不

难发现分歧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①以ChatGPT为代

表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到底算不算创新？其在多

大程度上是创新性和革命性的？②ChatGPT是否能够

推动人际交互模式从搜索转向对话？这种转向所带来

的深层次影响和长远意义到底是什么？③ChatGPT为

代表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是否真的能够理解人

类语言？它是否具有智能和意识？

图灵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杨立昆 （Yann Le-

cun）的观点是：“ChatGPT和其他大型语言模型并非

凭空而来，而是数十年来不同人贡献的成果。因此，

AI 实验室没有明显领先于其他实验室。”（Ray,

202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则坚称“ChatGPT 本质上就是高科技剽

窃”和“逃避学习的一种方式”（Marshall, 2023）。英

国开放大学教授、《从古腾堡到扎克伯格：你真正需

要了解的互联网》（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ternet）一书的作者

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认为“ChatGPT 机器人正

在引起恐慌——但是它很快就会成为像 Excel 一样平

凡的工具”，“ChatGPT 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是与

魔鬼的昂贵交易”（Naughton, 2023）。有学者甚至撰文

表示，“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系统甚至可能完全

接管整个科学研究领域”（Gordijn, & Have, 2023）。

与此同时，ChatGPT的飞速发展也引发了全球教

育工作者的普遍忧虑。这些忧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人机对话的增加可能导致人际交往的式微；学生

用ChatGPT代写作业和作弊；写作教学和论文写作作

为考评方式面临威胁和挑战；以及，科学研究领域滥

用ChatGPT引发学术道德担忧。而其中，教师们最为

担忧的一点即：ChatGPT的流行可能会增加学生利用

它代写作业的可能性，由此引发其他学术不端的概率

会大幅度增加。于是，美国纽约教育局率先禁止学生

在校内使用 ChatGPT，以应对可能泛滥的用人工智能

抄袭作业的局面（Elsen-Rooney, 2023）。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是该国第一个限制学生设备访问ChatGPT

应用程序的地方政府，而昆士兰州紧随其后，明令禁

止公立学校使用 ChatGPT（Cassidy, 2023）。我国香港

大学副校长何立仁 （音译） 则宣布 （Yau & Chan,

2023），禁止学生在港大的所有课程、作业和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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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hatGPT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除非学生获得书

面许可，否则将被学校视为抄袭。何立仁还表示，港

大正计划邀请师生就人工智能工具对教学的影响进行

广泛的校园讨论，并会为教师安排有关ChatGPT等人

工智能工具的研讨会。

目前，学术界有关ChatGPT教育应用方面的研究

尚未见实证报道。已有学术文章更多还是在探讨

ChatGPT引发科学伦理和学术道德问题的可能性及应

对，分析学生可能会如何利用ChatGPT进行抄袭和作

弊，以及ChatGPT对语言教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尤

其是写作教学的冲击。

人工智能写作工具的出现给依靠独立完成作业来

培养和评估学生的理解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育工

作者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ChatGPT推出之后，连

续有人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指出此

类人工智能给学校教育工作者带来巨大挑战，而“人

们还没有为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学术界做好准备”

（Marche, 2022）。

与之相异的声音也频现于媒体，或断言ChatGPT

“作为教育工具的潜力大于其风险”，甚至认为“学校

应该深思熟虑地将ChatGPT作为一种教学辅助工具，

一种可以释放学生创造力、提供个性化辅导，并让学

生准备好成年后与 AI 系统一起工作的辅助工具”

（Roose, 2023）。亦有学者敏锐地指出，“ChatGPT如

同过去的其他工具一样，暴露了我们学校教育模式的

弱点以及我们改革能力的不足，我们无法超越死记硬

背，无法让教育与孩子、社会、未来需求、人生成功

等更紧密相连”（McLeod, 2023）。

面对飞速发展的ChatGPT等生成性人工智能技

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性认识ChatGPT对人类学

习、生活和工作方式所产生的冲击？特别是，当全球

舆论众说纷纭，我们教育者应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

害，如何科学合理地驾驭人工智能，从而使其更好地

服务于学习、生活和工作？又应如何借助以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助推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这

是摆在每一个敏锐而前瞻的学校教育管理者和教师面

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ChatGPT助推学校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们尝试回答本文第一部分结尾所聚焦的问题

时，可能必须关注“ChatGPT对学校教育到底意味着

什么”，并从它对于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育意义

和价值出发展开探讨。

归结起来，ChatGPT之于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意义与价值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概述。

第一，减负增效，通过自动化降低常规工作负

担，提升学习与教学效率。

ChatGPT之所以引发全球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普

遍忧虑，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够以文本的形式有

创意地帮助用户回答问题，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从而如同其他技术产品一样，实现减负增效的

技术价值和社会功用。尤其是当ChatGPT与其他生成

性人工智能技术组合使用的时候，它不仅可以生成文

字，而且可以生成图片、视频、演示文稿、代码、网

站，或者实现其他更为复杂的功能。

ChatGPT通过机器学习，利用大型语言模型和数

据实现重复学习和发现的自动化，通过为现有产品增

加智能，使得现有软件、系统和平台发展成为人工智

能产品。未来所有的软件系统都将被人工智能赋能，

而这些AI赋能的软件将会取代传统的平台和软件。

同理，学生和教师也都要经历一场类似软件AI

化的过程，需要学习驾驭人工智能，利用ChatGPT等

人工智能减负增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所带来的传统

业务（如习题设计、演示文稿制作、学生评语生成

等）的自动化，减少和降低常规工作负担，提升学习

和教学的质量与效益。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的效果越来越受关注。Zhai等人（2021）选

取2010年至2020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教育

研究类论文100篇进行了内容分析，从文献角度探索

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教育领域以及这一应用隐含的潜

在研究趋势和挑战。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的研究问题可分为开发层（分类、匹配、推荐和深度

学习）、应用层（反馈、推理和自适应学习）和整合

层（亲情计算、角色扮演、沉浸式学习和游戏化）。

Zhai等并揭示了四种研究趋势，即物联网、蜂群智

能、深度学习和神经科学，以及对教育中的人工智能

的评估。Huang 等人（2021）也概述了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如自适应学习、教学评价、虚拟课堂

等，分析了其对教学的影响，特别是对提高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人工

智能应用在未来教育领域可能面临的挑战，以期为人

工智能促进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积极意义首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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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过自动化减轻学生和教师的常规性和重复性工

作负担，并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方式方法的改变提高工

作和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第二，学习方式将从“搜索就是学习”，逐步转

向具有古老传统的对话式学习。

对人类学习的科学研究使得人们认识到，学习是

一种复杂的系统现象，“学习和学习机制在不同层次

上以半独立的自组织系统模式运行”，学习技术的飞

速发展使得“更多地支持学习的自适应技术”涌现出

来，并快速进入不同的学习场景 （弗兰克·费舍尔

等, 2022）。学习方式的快速变革是伴随着数字技术快

速发展而同步升级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在不断演化，学习方

式的发展演变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曾几何

时，我们向父母长辈、教材、百科全书、老师和课堂

获取新的知识。进入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的发展逐

渐将“搜索”变成人们获取信息和主动求知的主流方式。

很多年前，笔者曾以“搜索就是学习”为题撰文

（关中客, 2009），分析了搜索引擎的快速崛起对于人

类教育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的确，在搜索引擎的时

代，搜索成为人类主动求知和自主解决问题的重要途

径，并且迅速成为优势途径和首选途径。Rieh等人

（Rieh et al, 2016）回顾了当前倾向于将搜索系统描述

为学习工具的文献，提出了一种将搜索视为学习的观

点，该观点侧重于搜索过程中学习的发生、作为学习

的搜索之输出以及学习成果。“综合搜索”的概念被

提出来描述迭代、反思和综合搜索会话，这些会话促

进了接受性学习之外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学习。他们还

讨论了搜索交互数据如何提供丰富的隐式和显式特征

来源，并通过这些特征来评估与搜索相关的学习。

Rieh等还总结了未来相关研究在四个方面的机遇和挑

战：开发支持意义建构和增强学习的搜索系统；支持

有效的用户交互以将搜索作为学习方式；在搜索系统

中提供基于查询的识字工具；评估在线搜索行为的学

习情况。而Vakkari （2016） 则在简要定义“学习”

和“搜索”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把学习概念化为一

个人的知识结构的变化，详细地描述学习是如何在搜

索过程中发生的，并对搜索和学习的实证研究进行分

类。或可说，已有研究都是对“搜索即学习”观点

（关中客, 2009）的实证支持：利用搜索引擎即是人类

数字时代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而 ChatGPT的出现，

尤其是微软将其引入自己的搜索引擎产品Bing、浏览

器产品Edge以及其他产品（包括Word、PowerPoint、

Excel等）之中的举动，无疑揭开了全球头部高科技

企业的搜索引擎竞争的序幕，也预示着人机交互方式以

及学习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基于对话的学习是一种包容性学习法，它有着古

老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擅于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利用

认识论的多元化来加强跨文化教育，鼓励跨学科探究

模式的批判性思维，并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认知加工。

对话教育超越了讲授，增进了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和深度参与。目前，已有学者

（如：Haase, 2019）归纳了这种对话式教学方法中的一

些原则和做法，并展示了这个学习系统中的方法论技术。

昔日，人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检索词，然后从成

千上万的结果中浏览、点选、阅读。而今，在Bing

中，搜索与和聊天机器人的会话并行且相辅相成。也

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搜索引擎都将变成聊天机器

人，直接回答用户提问。那些始于孔子与苏格拉底等

古代先哲、具有古典韵味的对话式学习，将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回归到我们的教育生态之中，并有望成为主

流和主导的学习方式，其对学习、教学乃至教育的影

响可谓重大而深远。

第三，ChatGPT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人工智能

助理和私人学习顾问。

回顾科技赋能教育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自1923

年普莱西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教学机器开始到今天教育

技术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这就是一部追求教学自

动化的历史。从教学机器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语

言实验室帮助学生练习听说，再到计算机辅助教学，

乃至20世纪90年代的智能导师系统，以及十年前平

板电脑的兴起与教育应用，所有这一切，展示着人们

孜孜不倦地追求教学自动化的积极性 （Watter,

2021）。ChatGPT和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其

他生成性人工智能，以及由此引发的AIGC风暴，难

道不是我们似曾相识的教学自动化历程中的一幕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智能助理正越来越多地被用

来以各种方式增强教学和学习，尤其是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反馈，促进协作学习，并支持教师开展教学数

据分析。亦有研究表明，智能助理技术在通过支持个

性化反馈、协作学习和教学数据分析来提高其在教学

经验方面的应用潜能。为了充分了解这些技术对教育

环境的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学习者的潜在益

处，未来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进一步探讨。

ChatGPT 作为一个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性预

训练转换器，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带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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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知的导师、私人学习顾问和私人智能助理。

它不仅可以答疑解惑，还可以与其他生成性人工智

能系统一道，帮助我们完成各种常规性工作：从写

诗作词，到绘画、音乐创作，到生成演示文稿、开

发网站、写代码，这一系列昔日需要智慧加持、看

起来并不简单的事情，现在都能在ChatGPT的加持下

完成于弹指一挥间。由此带来的学校教育情景的改

变，或可引导我们肯定ChatGPT助推学校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潜能。

第四，信息、知识甚至一些技能将不再重要，

重要的将会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沟通（提问）、

协作、审美、情商和品格。

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曾经提出

一系列在人工智能时代极有价值的重大课题：在事

实和信息唾手可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真正

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求知才能成为真正的赢

家？具备哪些知识能让我们更富有、更幸福？究竟

是做专精的“刺猬”还是学识广博的“狐狸”？在终

身学习中，我们如何收获更多的知识红利？（威廉·
庞德斯通, 2018）

究其实，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在这样

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不是变得越来越无知，

而是越来越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那些没有活力、

没有温度的事实性知识上面。重要的不再是信息和

知识，甚至一些技能在今天也显得不重要了，生成

性人工智能正在把许许多多的高技能变成低技能，

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技能。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重要的将会是批判性思

维、创造性、沟通、协作、审美、情商和品格。这

就是提示语工程师（Prompt Engineer）会成为炙手可

热、年薪过百万美元的新职位的原因。如何向Chat-

GPT提问，怎样给予ChatGPT好的提示语和清晰明确

的指令，怎样和聊天机器人之类的人工智能合作和

协作，都将会成为占据巨大优势的重要技能。

第五，教育教学将变得更加个性化，因材施教

有望得到落实。

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校需要重新定义课程，需要

重新架构教学。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学校教育。

差异化、个别化和个性化学习是人类学校教育

的理想和终极目标之一。践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育学是长期以来世界各级各类学校奋斗的目标。在

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

天，学习将意味着移动学习、按需学习、真实情境

中的学习、跨学科学习，以及在线与面对面、实时

与非实时相结合的弹性混合学习，等等。

古今中外，无数教育家推崇个性化教育，主张

尊重学生的个性，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学生的

兴趣为导向，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个性化教育能

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发

展自身的潜能，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ChatGPT让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传统，尤其

是，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而日渐式微的对

话式学习传统逐渐回归。借助其为每一个师生提供

的私人智能助理和个人学习伙伴，先贤们倡导并一

直被后人奉为教育典范的“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

育将能够真正得到践行。

第六，AI相关技术伦理、隐私保护以及数字鸿

沟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如前所述，作为建立在大型语言训练模型之上

的ChatGPT，面世仅仅两个月就引发诸多的争论。一

方面，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为之振奋，人们普遍

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风口；另一方面，教育界则广泛

忧虑，担心学生作弊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将其应

用于科学研究的尝试和探索引发了人们对学术道德

和伦理的激烈争论。与ChatGPT联合署名的学术期刊

文章开始涌现，其中最早出现的一篇是关于开放人

工智能平台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网络首发于2022

年12月16日，正式发表在 2023年1月的 Nurse Edu⁃
cation in Practice上（O‘Connor & ChatGPT, 2023）。

不久前，最负盛名的机器学习会议之一，国际

机器学习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明确禁止作者使用ChatGPT等工具

撰写论文，进一步引爆了关于人工智能生成文本在

学术界的应用的辩论。ICML于2023年2月宣布禁止

发表包含由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的论

文，除非产生的结果是论文实验分析的一部分（IC-

ML 2023, 2023）。

批评者断言ChatGPT无非是 “一台胡说八道的

聊天机器人”。的确，ChatGPT与其他基于大型语言

模型的系统一样，有时会生成错误的信息或不准确

的信息，甚至是有种族歧视、仇恨甚至色情、反

动、反人类等意味的“有毒”信息。

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和作品算不算原创知识产

品？其版权和著作权属于谁、如何保护？怎么样应

算作抄袭？如何查重？发展如此迅猛的ChatGPT及其

他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使得传统的版权保护、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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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隐私保护、技术伦理、数字鸿沟问题显得愈

发突出和紧迫。不仅如此，OpenAI还限制了四十多

个国家的用户的使用，这显然和它所声称的开放是

背道而驰的。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ChatGPT

实际上在使用人工智能和不使用人工智能的个人、

组织、企业与国家之间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数字鸿沟。

三、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到底该学什么？

人工智能进入学校教育，带来的首要问题或挑

战就是：我们的学生到底应该学什么？

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及其所带来的各行各业

诸多业务自动化，昔日作为教育教学内容的传统知

识和技能迅速过时；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不断涌

现，知识更迭速度大幅度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

新技术需要进入学校，成为我们学生学习的内容。

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We-

forum, 2020） 指出，劳动力自动化发展速度超出预

期，未来5年内将会有8,500万个工作岗位被机器所

取代，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革命将会创造

9,700万个新岗位。教育工作者们可能有必要思考一

下，眼下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到2025年也将走

上工作岗位，而针对他们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和

就业目标定位，究竟是在那8,500万个工作岗位中、

还是那9,700万个工作岗位中呢？

信息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进入了

一个知识外包的全新的教育生态，越来越多的知识

被外包给信息技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什么知识

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究竟应

该学习什么？什么才是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真

正有帮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并不需要抛弃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恰恰相反，我们要更加注重学生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间，从西

方宣称的21世纪技能，到我国提出的学生核心素

养，其实都是将教育的重点转向了更具有适应性和

迁移力的教学目标和内容。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工

作者所推崇的4C教育，就是一种注重创造力（Cre-

ativity）、协作 （Collaboration）、沟通 （Communica-

tion） 和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的教育模

式，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在现代世界取得成功所需的

技能。通过教导学生如何对问题进行批判性和创造

性的思考，他们将更有能力有效和负责地使用人工

智能驱动的技术。此外，教授沟通和协作技能将帮

助学生与他人合作，以便开发出将人工智能更完美

地融入生活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知识外包的教育生态中，当我们看到机

器智慧对人类智慧构成新威胁的时候，作为教育工

作者，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帮助自己和学生增强人

类独有的思维力量，这才是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智

慧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通过创新教学设计，彻底

改变作业和学习任务的形式，以培养学生超越AI能

力的独特技能。使用AI工具学习和执行创造性任务

以及与AI合作或协作必将成为未来教育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尽早培养教师和学生的这种能力，将会大

幅度提升学校教育在技术丰富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

批判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他们应该理解技术运作

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此外，他们应该学习使用数据

和分析来做决定，并能够判断在决策过程中使用人

工智能的道德影响。最后，应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

创造力，开创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应用。

概言之，学校教育的重心和重点将从知识、技

能和职业准备，转向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性学习。

学校要教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主动学习和高效数

字化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尤其是时间

管理、精力管理和情绪管理能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

成为世界数字公民，熟谙数字化生存之道，立足本

土、放眼全球，穿梭于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还要教给

学生设计思维，使其具备艺术素养和设计素养，懂得

审美，具有创造美的能力；更要使每一个学生具有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四、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该怎样去教？

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为

“学生学什么”，还体现为“教师如何教”。

今天的教育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正在

大力推动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过去一些年，

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天和未来的学

生注定要在技术的丰富环境下学习，要学会驾驭和

使用越来越多样化的信息技术，其中当然也包括人

工智能及机器人。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注重教导学生如何进

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以及如何负责任地使用

技术。教师应努力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学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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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安心探索人工智能提供的可能性，而不必担心失

败或批评。他们还应该强调合作和沟通技巧的重要

性，这在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此

外，教师通过向学生介绍可以用人工智能解决的真

实世界问题，能够帮助他们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教师必须确保学生对编程语言有基本的了

解，以便他们能够创建自己的算法和应用程序。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可以使用各种教学方法

和策略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这些有效的学习

模式包括：探究式学习，如促进学生主导的对人工

智能相关主题的探究和调查；协作式学习，如鼓励

学生以多人小组或两人一组的形式，共同完成与人

工智能有关的项目；问题解决学习，如为学生设置

挑战，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技能和知识来解

决问题；基于项目的学习，如分配任务，要求学生

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或建造一些东西；体验式学

习，如允许学生参与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活

动，如编码、编程和机器人；悦趣性游戏化学习，

如将游戏和游戏元素融入课程中，以一种有吸引力

的方式来教授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关的概念。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学校教育的

场景，并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学习场景革命。学

习空间和学习环境是深受技术影响的学校教育元

素。教学不再只是发生于物理空间中的教师的“独

角戏”，而会变成物理教室、在线数字空间和虚拟世

界元宇宙等多元时空中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创造活

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促推元宇宙成为

全新学校教育生态中的重要学习与教学环境。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等的快速发

展影响着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行业。基于人工智能

的极简教育技术的使用，大幅度增加课堂互动的效

率。人工智能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改变教学。首先，

人工智能可能会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优势和局限性

调整教学并确保学生获得最相关的信息。人工智能

驱动的虚拟现实模拟和个性化的数字教师也可帮助

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做一些更重

要的事情，比如探索个性化的教学和课程计划。其

次，借助人工智能，学生和教师可以随时随地访问

学习资源，通过 AI 自动化完成记录保存、作业批

改、多项选择测试评分等耗时、烦琐的任务，通过

聊天机器人回答学生的常见问题或者个性化和个别

化的问题，实践适应每个学生的目标和能力的个性

化课程。最后，人工智能可用于自动执行学校的许

多管理任务，例如考勤。教育部门应该尽早让下一代

在课堂上接触人工智能技术，并将之融入日常教学。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在

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

加拿大、智利、韩国等国较早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

教育应用研究，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行为。

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13岁以下的研究对象，并

在物理环境中完成4周内的实验（Chu，Hwang & Tu,

2022），且大多应用于语言和科学学科。人工智能机

器人经常被用于扮演学生或导师角色。无论 AI 机器

人的角色是什么，学习者的学习表现都是人工智能

机器人教育应用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变量。此外，学

习者的态度、意见或学习观念、学习行为也是经常

被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展望未来，人机协作的课

堂，特别是本地教师、远程教师、机器人教师协同

工作联合教学（Co-Teaching）的三师课堂将成为人

工智能时代的常规课堂样态。

结束语

我们应该呼吁全世界的各级各类学校都禁止学

生将 ChatGPT用于代写作业和考试作弊。 但是，学

校不应简单粗暴地禁止使用ChatGPT，如同禁止计算

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进入一样，这种禁止注定是

徒劳的。学校必须保持开放心态，拥抱技术变革，

不故步自封，不过早下结论。教师要把ChatGPT当作

自己的助理，令其协助自己开展创造性工作，践行

因材施教，而不是完全替代自己的工作。与此同

时，我们必须要鼓励和教导我们的孩子尽早尽快创

造性地、合乎规范地驾驭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

能，学会和人工智能合作与协作。

2023年，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年。全世界的

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将共同见证人类科技发展史上

人机交互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以及由此所进一步推

动和深化的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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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Boos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Schooling：
What to Learn and How to Teach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ianli Jiao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is developing dramatically and causes

multiple disputes in fields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ChatGPT

and other generative AI for schooling from six perspectives, especially its practical potentials in boos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attempts to respond to the two important and urgent practical issues:“what

students learn”, and“how teachers teach”in the era of AI.

Keywords: ChatG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hoo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

iz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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