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5 期 现代大学教育

管理经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 CHA180268; 江苏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素养研究”，项目编号: D /2018 /01 /77;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以三方协同培养应用型卓越幼儿园教师的教学团队”，项目编号: 925001 /006。
收稿日期: 2019 － 03 － 15
作者简介: 胡伟 ( 1985 － ) ，女，山东济南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讲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南京，210097。Email: huwei0408@ 163. com。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困境及行动策略

胡 伟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理解并定位教师角色，是探究和解决教育发展问题的前提。随着人工智能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教师陷入角色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的主体地位被技术所取代; 其次，

教师的“教书匠”角色被高效的人工智能取代; 最后，教师的“因材施教”角色被精准的人工智能实现。
为解决以上困境，教师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与机器共存与协作。一方面，技术与人之间是 “器”与

“道”的关系;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是 “助手”与 “师傅”的关系。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

教师应强化教育信念，践行终身学习理念; 提高角色认识，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发挥角色优势，关注

师生情感对话。
关键词: 人工智能时代; 教育技术; 教师; 角色困境; 行动策略; 教书匠; 因材施教; 机器人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10 ( 2019) 05 － 0079 － 06

21 世纪以来，全球出现了以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有学者认为，

“过去，人类面对的是自然界，而现代人类需要面

对的是一个技术的时代，人类必须去适应这样的社

会。”［1］近 年 来，人 工 智 能 成 为 各 领 域 研 究 的 热

点。［2］2016 年，被称为 “人工智能元年”，人工智

能时代随之而来，教师的存在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

质疑。从政策层面来说，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的

人工智能政策。美国联邦政府于 2016 年相继发布

《为未来人工智能准备》 (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

规划》 (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4］和《人工智能、自

动化和经济》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5］三个政策报告。中国政府于2017
年 3 月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

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的指导思想 ( 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等深度

融合) 、战略目标 ( 到 2030 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重要任务”［6］。英国政府于 2017 年 10 月发布《在英

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 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ndustry in the UK) ［7］报告。新加坡总理办公

室于 2018 年 3 月发布“人工智能新加坡” ( AI Sin-
gapore) ［8］项目。具体到教育领域，如何来理解并面

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困境，是探究和解决教

育发展问题的前提。

一、取代与失语: 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的角色困境

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 Jürgen Habermas) 认为，“现

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侵入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9］作为现代技术之一的人工智能，也

正在逐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背后的技术理性使

人逐渐被工具化， “甚至越来越成为一种机器的存

在，或者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零件。”［10］从师生关系来

说，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失衡现象? “经过数字媒体的

加速，‘文化反哺’或‘后喻文化’使教者和学者

之间传统的非对称关系被明显颠覆，从而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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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教师产生严重的‘教育失语’?”［11］人工智能时

代的到来，加剧技术理性对人的影响，使教师陷入

角色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人的主体地位被技术所取代

从技术哲学视角来看，技术成为一种垄断，从

而形成技术与人之间的 “主—客”关系，使教师

陷入角色困境。在一定意义上，人将技术与教育紧

密联系在一起。“技术之所以可以作用于教育，恰

是由于技术的潜力都是由人来实现的，教育的研究

对象与技术围绕着 ‘人’这一个共同的主题。”［12］

波兹曼 ( Neil Postman) 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

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将技术作为工

具使用，技术变为一种统治的力量，以及技术成为

一种垄断。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技术成为一种垄

断阶段的特征是，除了技术以外的其他因素都成为

各种 不 重 要 的 存 在，或 者 说 都 失 去 了 存 在 的 意

义。”［13］这种技术的垄断使技术处于一种主体地位，

相应地，人成为客体的存在。另外， 《娱乐至死》
一书中有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有共

鸣，由于共鸣便是扩大的隐喻。”［14］无论一种技术

本来的语境如何，它都可以跨越此语境并延伸到新

的未知的语境中。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该如何思考

以及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以此影响人们的意识，进

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技术成为主导人的存在，

人类该何去何从?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存在，是人脑

甚至是整个人的延伸，教师作为人的存在，其意义

何在?

( 二) 教师的“教书匠”角色被高效的人工智

能取代

“人工智能具有增能、使能与赋能的功能，能

够提高工作效率、效果、效益。”［15］相较人工智能

的高效，教师受限于个人的精力与体力，其工作呈

现出一种低效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

面，人工智能具备快速计算和记忆存储能力。人工

智能的计算智能使知识记忆不再成为难事，教师作

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将被打破。2013 年 9 月，牛津大

学 的 弗 瑞 ( Carl B. Frey ) 和 奥 斯 本 ( Michael
A. Osborne) 联合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就业的

未来》 (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目的是了解不

同工作类型在未来二十年可能被计算机取代的概率。
报告指出，常规性的以及易被定义的工作类型是最

有可能被取代的。［16］当前，教师的工作是以知识传

授为主，而人工智能在快速存储和传递海量学习资

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教师的“教书匠”角色将被

取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不知疲倦，辛勤劳作，

效率极高。科大讯飞研究院做过一个试验，发现人

工智能在对一段语音评分的过程中，相对普通评分

员更接近专家，而且评分效率更高，更公平公正。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繁重的重复性工作容易使人产

生疲劳感，难以保持标准的一致，但人工智能可以

做到高效公平。正如有学者指出，“需要重复做的

事情、需要大量信息资料搜集、数据积累和分析的

事情、需 要 精 准 定 位 的 事 情 会 被 人 工 智 能 替

代。”［17］如果教师的角色只是为了让学生靠死记硬

背以及临场机智来应付考试，那么高效率、低成本

的人工智能将压缩教师的作用，替代教师重复性、
低创造性的工作，使教育变得越来越标准化。

( 三) 教师的“因材施教”角色被精准的人工

智能实现

人工智能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为精准的教育，对

当前教师的粗放教育方式提出挑战。工业革命以来，

为了培养大量的劳动力，班级授课制成为主要的教

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有其优越性，可以

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使学习活动系统可控。与此同时，这种形

式也有其局限性，学生的主动性受到限制，学生的

个别差异性被忽视。这是一种粗放式的教育，也是

当下大多数学校所普遍采取的形式。［18］人工智能的

感知智能 ( 视觉、听觉、触觉能力) 和认知智能

( 理解思考能力) 为个性化教育以及个性化学习的

实现提供技术保障，可以取代粗放式的教育方式，

为学生提供定制式的教育服务。具体来说，可以根

据学生特征 ( 学习风格、认知水平、学习目标等)

提供精准的学习服务，通过数据分析或智能算法，

实时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根据学生数字画像，纠正

服务不足，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转变学生知识消

费者 的 身 份，从 而 成 为 知 识 创 造 者。奇 点 大 学

( Singularity University) 创始人戴曼迪斯 ( Peter Dia-
mandis) 提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未来最好的教

育，因为它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和特点为其提

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19］另外，人工智能可以

促进在线教学，通过智能软件对学生学习能力进行

分析，从而为每位学生提供定制式的课程，根据学

生的不同喜好，给予有针对性的奖励。基于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语音及文字材料，分析优质教师应

该具备哪些素养。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了解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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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差异性，基于大数据对学生进行更为针对性

的评价，以便开展更个性化的教学，实现“因材施

教”，而在这方面教师是难以实现的。

二、共存与协作: 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的角色定位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教师的存在价值带来

挑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技术发展是不可逆的。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20］新技术的

应用对于推动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美国

《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
gy Plan) 中提出: “技术是推动学习变革的强大工

具，有助于改善师生关系，推动学习模式的变革，

缓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21］因此，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应明确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应用新

技术，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人。
( 一) 技术与人之间应是“器”与“道”的关系

从技术工具论的观点来看，技术是为了达成人

的某些目的。“人们通常的观点是将技术看作一种工

具，关于技术的活动则是制作工具的过程，人类对

工具的制造与使用也是被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

特征。”［22］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技术与人的关系是

“器”与 “道”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卡 普 ( Ernst
Kapp) 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提出技术是人

类身体延伸的观点，被称为“器官投射说”，即将

技术的发展看做是人身体的不断延伸。人是目的，

技术是手段。技术为人的发展提供工具，带来机遇。
从媒介学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技术作为一种媒

介，是人身体的延伸，促进人的发展。正如麦克卢

汉 ( Marshall McLuhan) 在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

伸》一书中，提出技术可能是人类身体的、思想的

或者存在的延伸。他认为［23］:

技术的发展从机械时代开始，发展到电力时代，

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在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技术

作为身体的延伸，在小范围的空间内进行，再到后来

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也被延伸了，

跨越了空间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互动，时

间与空间的概念被彻底打破。

人工智能的出现，促使技术不仅成为人四肢的

延伸，也成为人脑的延伸，甚至成为整个人的延伸。

人工智能使人的智力得到优化和加强。“人工智能的

发展有助于使人从重复的机械的生产劳动中得到解

放，将智能赋予机器，使其具备思维能力，从而替

代人成为新的人的外化。”［24］因此，人工智能时代，

技术与人应该以“器”与“道”的关系“共存”。
( 二) 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应是 “助手”与

“师傅”的关系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完成重复

性工作，对学生进行基于大数据的综合评价。人工

智能不仅可以作为师傅的教学助手，分析学生所

需; 还可以作为学生的学习助手，分析学生的学习

困难。余胜泉认为［25］:

教师应建立人机协同意识，教师角色分工越来越

细，成为某一具体方面专家。教师与人工智能发挥各

自优势，协同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包容的教育、公平

的教育与终身的教育。

2016 年 10 月，乌镇智库与网易科技、网易智

能共同发布 《乌镇指数: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 2016) 》，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

用主要包括个性化辅导、智能测评等”［26］。因此，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与学生都应该拥有人工智能

助手。人工智能作为助手可以对当前和未来教育产

生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从学生评价来看，人工智

能可以把采集到的关于学生的各项数据编进计算机

进行分析，从而对学生进行更为科学化的评价; 第

二，从教师教学来看，人工智能可以采集优秀教师

的教学经验，从而实现优秀经验的模式化; 第三，

从学校教育来看，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帮助学校实

现因材施教，使教师合理分配教学资源，实现学生

个性化学习。范国睿认为［27］:

智能时代由人工智能参与的教学活动将会增多，

“教师”身份承担者越来越多样化，行“教师”之职

的现实“人”需要扮演好学生成长数据的分析师、价

值信仰的引领者、个性化学习的指导者、社会学习的

陪伴者以及心理与情感发展的呵护者等角色。

也有学者认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人工

智能可以取代教师的一些工作。”［28］那么，这意味着

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师资匮乏的问

题。［29］英国《每日邮报》 ( The Daily Mail) ( 2017 年

4 月 14 日) 报道，由日本软银集团研发的人形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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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佩珀 ( Pepper) ，具有与人进行情感交流的能力，

被日本福岛县某高中录取，开始其高中“学习”生

活，佩珀主要的任务除了帮助有交流障碍的特殊学

生之外，还要帮助其他同学学习英语以及基本的机

器人相关技术。人工智能作为助手在课堂中广泛应

用是未来之势。这种助手与师傅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帮扶关系，助手在师傅的指导下，协助师傅共同

完成教学活动。基于此，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辅助与主导的“协作”关系。

三、反思与认同: 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角色困境的突破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还需要教师吗?”的问

题，悲观派认为，在“学校消亡论”的背景下，传

统意义上的教师已无存在必要。乐观派认为，人工

智能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教师都不会束手就擒，

而是会竭力维护自身地位。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教

师角色困境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支持。其中，教师

自身是促其走出角色困境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

教师应强化教育信念，践行终身学习理念; 提高角

色认识，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发挥角色优势，

关注师生情感对话。
( 一) 强化教育信念: 践行终身学习理念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该践行终身学习理念。教

育是为了建立个人与外在环境的平衡关系，但现代

社会的发展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和认识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传统教育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样态，

因此需要革新教育观念，建立新的教育模式。通过

终身学习来促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倡个人的独

立自省，从而对人的生命质量予以关怀。朗格朗

( Paul Lengrand) 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并在

其著作 《终身教育引论》中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

阐述。他认为，“终身教育包括教育各个方面，不

仅包括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还包括教育发展

过程各阶段的联系。”［30］随着技术变化的速度越来

越快，人类需要积极迎接挑战，学习更多技能以适

应变化。随着教育层次的不断提升，学生在更为专

业的领域了解到更深的知识，专业性得到加强。但

由于知识更新换代速度加快，终身学习变得越来越

重要，人们需要具备 “再学习”或者说 “继续学

习”的能力。当下的教育更像制陶，陶土经过捏

制成形，然后烧制，最后定型成为陶器。这种教育

方式已不能适应未来变化的世界。面对日渐自动化

的社会，对人类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017 年 10 月 18 日，阿尔法狗 ( AlphaGo ) 登上

《自然》 ( Nature) 杂志。被称为阿尔法狗之父的哈

萨比斯 ( Demis Hassabis) 认为，“AlphaGo Zero 与

之前版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强大的自学能

力，不再需要基于人类下棋的相关数据，而是直接

通过自我对弈来学习。”［31］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

育的主要目标也是使人学会学习。但当前的问题在

于，人工智能带来未来的不确定性，十年之后何种

知识或技能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不得而知。因

此，教师需要践行终身学习理念，需要帮助学生树

立终身学习理念，紧随时代发展，积极面对未来的

不可测。从 “人 类 中 心 主 义”的 思 维 方 式 走 向

“整个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32］，实现人与外部世

界的共生共存，随时迎接未来的挑战。
( 二) 提高角色认识: 注重培养学生创造力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该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

养。在可预见的未来，机器将取代人类从事标准化

重复性的工作，许多岗位甚至行业将会消失。项贤

明认为［33］:

人类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人工智能时代，人

类可以把记忆、计算，甚至部分智慧工作交给机器，

教育应该发挥人类所长，未来的教育可能是一种“人

性为王”的教育，教育的两大中心任务是培养人的道

德和创造能力。

人工智能是自动化的感知、学习和思考的系统，

它的优势在于对知识的存储、传播、执行和检索，

而教师的优势则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创造力和

想象力。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于替

代教师的低价值重复性劳动，如此教师则有精力创

新教学模式，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正如罗杰

斯 ( Patricia L. Ｒogers) 的观点: “老师们不能再拘

泥于过去已有的教学模式，技术时代要求他们面向

未来并创造出新的教学模式。”［34］美国人工智能及教

育专家罗森伯格 ( Mitch Ｒosenberg) 认为，“教师

的任务应该培养学生掌握控制技术的能力，而不是

反过来被技术所控制的能力，教师并不会被人工智

能所取代，被取代的只是传统的教育方式。”［35］人

工智能在破坏知识和创造知识方面仍无法取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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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因此，未来应该注重研究型人才培养，这就需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正如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 (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
matics，STEM) 教育采用跨学科的教育模式，打破

学科之间的界限，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三) 发挥角色优势: 关注师生情感对话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该关注师生对话与情感交

流。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获取知识和习得技能，更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

些都离不开教师的精心培育。叶澜认为［36］:

虽然伴随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计算机等技术手段

取代了教师的部分工作，然而，学校教育的本质并没有

发生变化，教育是富有人性的活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应该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重在对话与沟通。

师生之间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建立在情感交

流的前提之下的。“过于关注教育的技术手段，将教

育作为一种技能性的学习，导致了教育的教化作用

被忽视。”［37］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的观点［38］:

智能化将会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智慧地球的建

设离不开智慧教育，智慧教育离不开智慧校园的建设

等，这些都是大势所趋，但人的精神情感是机器不能

替代的，所以教师需要注重对学生的情感教育。

另外，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潜力巨大的科学技

术，将改变人类未来的学习方式。伴随人工智能时

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要求教育应该加强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注重对学生的艺术教育，

注重采用体验及互动方式的学习。如果教师只会传

授知识，而教学过程是冰冷的，那么，无论教师如

何煞费苦心提高教学效率，也无法与人工智能的强

大运算能力相媲美; 如果教师的教学过程是关注到

孩子生命成长的，触动孩子心灵深处的，丰富孩子

情感世界的，那么就是一种有温度的教育，人工智

能是无法取代这样的教师的。［39］进一步来说，未来

教育应该是一种“人机共生”［40］的教育，人工智能

与教师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教师发挥

人类情感优势，而机器发挥其计算能力，共同作用

完成对学生的培养，实现学生个体生命的丰盈。［41］

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教师的角色优势。

综上，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是: 人工智能是否

会成为 “人”，代替 “人”，甚至超越 “人”? 人

类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协同、共舞、共存? 会以何

种形式共存?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需要具备何种素

养?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类的价值取向。正如沙纳

汉 ( Murray Shanahan) 在其著作 《技术奇点》中

所提出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要给智能机器输入

什么价值观。”［42］牛津大学弗洛里迪 ( Luciano Flo-
ridi) 教授也指出， “技术带来的深层次哲学问题

和他们能使人类做什么无关，而是与它们怎样引导

人类重新理解自我定义以及我们应该怎样与智能机

器互动交流有关。”［43］总之，教育需要坚守人本立

场，教师需要坚守启发学生的立场。“教育要回到

人，回到过程，回到生活。”［44］在此前提下，积极

审慎地运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面临的

角色困境需要社会的支持来解决和实现。教师应该

反思技术与人的关系，明确自我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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