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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何以赋能教师发展
———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要素及生成路径

胡 伟
(中国药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98)

摘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ChatGPT作为生成性人工

智能的代表,对教育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素养是教师适应人工智

能时代需要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基于对素养、教师素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分析,认为教师人工智能

素养是指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作为人机协作的教师,使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产品所必备的素养。教师人

工智能素养包括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技能、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三个一级要素和人工智能事实知识、人

工智能原理知识、人工智能技能知识、人工智能知识获取途径知识和识别人工智能的技能、分析人工智能的

技能、应用人工智能的技能、创造人工智能的技能以及理性地使用人工智能、有益学生发展、保证学生安全、

保护学生隐私等十二个二级要素。可从政府、学校、教师自身三个层面大力促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生成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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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Con-

ference)召开以来,学界对人工智能展开了一

系列研究。近年来,人工智能对人们的生产生

活产生了巨大影响。2022年11月,由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火

爆全网。ChatGPT是一个强大的语言模型,是

生成性人工智能的代表。比尔·盖茨认为:

“ChatGPT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出现的重大历史

意义,不亚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诞生。”[1]人

工智能时代,ChatGPT正在对各行各业产生重

大影响。作为从事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

教师应该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将面临哪些挑

战和机遇。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教师应该

具备人工智能素养,以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教育教学工作。那么,教师人工智能素

养的内涵是什么? 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

要素有哪些? 如何促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

生成与 发 展? 这 是 本 研 究 试 图 回 答 的 几 个

问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学

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然而,技术是柄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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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教师的教育教学带

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出现,尤其是 ChatGPT的出

现,引发了教师对自身职业的担忧,也使教师

面临多重挑战。

1.人工智能可能导致教师失业

福瑞(CarlBenediktFrey)和 奥 斯 博 恩

(MichaelA.Osborne)通过对美国702类职业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进行研究发现:“47%
的职业可能受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冲击,其中被

替代的职业通常是对技能和教育水平要求较

低者。”[2]然而,随着ChatGPT等生成性人工智

能的出现,被替代的职业可能还涉及一些需要

高技能和高教育水平的职业。美国《商业内

幕》杂志通过访谈,提出未来最可能被生成性

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包括教师、技术人员、媒

体工作者、财务人员、法律行业工作者、平面设

计师等[3]。虽然在福瑞和奥斯博恩的研究中,

这几 类 人 员 的 被 替 代 概 率 都 很 低,分 别 为

0.44%、1.10%、1.50%、1.60%、3.50%、8.20%,

市场研究分析师、会计师、客服则是两项研究

都预测替代率非常高的职业。由此可见,在人

工智能时代,教师遭遇失业危机的可能性并非

没有。尤其对于一些不适应ChatGPT等人工

智能技术的教师而言,失业风险会更大。或者

说,相对ChatGPT而言,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教

师可能更容易面临失业危机。

2.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在新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过程中,教师

会面临技术适应性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广

泛应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教师作为人工智能移

民,面对新技术的挑战,难免会产生畏难情绪,

甚至抵触态度。对于ChatGPT这样一种新的

人工智能技术,教师同样面临适应性问题。提

出创新扩散理论的罗杰斯(EverettM.Rogers)

根据个体对创新的接受度,将创新采用者划分

为创新先驱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后期大

众、落后者等几类[4]。ChatGPT作为一种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教师对其的接受度也有差异。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而言,ChatGPT
带来的挑战会更大,尤其是一些从事写作教学

的教师。如学生可以用 ChatGPT 来 代 写 作

业,仅通过论文写作等书面作业来考查和评价

学生的教师能否适应,又该如何应对? 因此,

如何设计出能够真正考查学生知识运用及思

维能力的论文写作或其他评价方式,也是教师

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面临的机遇

毋庸置疑,ChatGPT可以成为各类工作者

包括教师的有力助手。作为教师助手,ChatG-

PT一方面可以提升教育教学效率,另一方面

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1.“ChatGPT+”提升教育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是教师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新技

术应用于教育教学,其目的是提升教育教学效

率。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

认为:“技术明显地根据其起源,按照其隐含的

最重要的特征———效率———来定义。”[5]简而言

之,“技术与效率密切相关”[6]。技术的本质是

对效率的追求。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性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成为教师的教学助手,提升

课堂教学效率,促进有效教学的实现。钟启泉

认为:“有效教学应该使课堂教学从‘教的课

堂’转型为‘学的课堂’,从一种‘传递中心教

学’转型为‘对话中心教学’。”[7]ChatGPT应用

于课堂,可以帮助教师更便利地搜集教学资

料,减少教师教学投入的时间成本,从而提高

教学效率。

2.“ChatGPT+”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ChatGPT可以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工具。教师专业发展包括知识、技能、情

感、价值观的发展。教师作为独立个体,其知

识储备、教学能力、理解力等各个方面都有差

异。从教师职后专业发展角度而言,ChatGPT
可以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支持,促进教师的个

性化专业发展。ChatGPT可以作为教学辅助

工具,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弥补教师知

识储备的有限性,成为教师贴心的对话助手,

同时在备课、布置作业等方面满足教师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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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求。

综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

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从走向人机协作的

角度而言,教师应该做到知己知彼,抓住人工

智能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新技术

带来的现实挑战,主动提升人工智能素养。

二、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

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涉及素养、教师

素养、人工智能素养几个关键概念。本研究基

于对以上概念的分析,阐释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的内涵。

(一)素养

从先天和后天作用角度对素养进行界定,

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素养是先天

与后天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叶澜指出:“素养

是在先天遗传基础上,由后天养育、个体所受

的各级各类教育、人生经历、个人已有生命实

践累积而成。”[8]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素养是后

天养成的。《辞海》对素养的解释侧重于强调

素养主要靠后天养成:“(1)经常修习涵养。《汉

书·李寻传》:‘马不伏历(枥),不可以趋道;士

不素养,不可以重国。’也指平日的修养。如艺

术素养;文学素养。(2)平素所豢养。《后汉

书·刘表传》:‘越(蒯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

之以利,必持众来。’”[9]于光远等也认为素养是

后天修养形成的:“素养是指人类个体经由平

时修养而形成的知识、能力、品德等。”[10]基于

以上观点,本研究认为:素养是人类个体在先

天遗传基础上,经由后天修习而形成的知识、

技能、伦理。

(二)教师素养

对于教师素养的概念学界有些不同的表

述,相关概念包括教师专业素养、教师修养、教

师素质等,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从知

识、能力、情意三要素来界定教师素养。如教

育部师范教育司对教师素养的界定是,“教师

素养主要由知识、能力、情意三部分组成”[11]。

叶澜认为:“教师专业素养主要包括专业情意、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三个方面。”[12]第二类观点

强调教师素养不仅是应达到的水平,还包括实

践过程。如《教育大辞典》对教师修养的界定

是:“教师在思想、道德品质、文化专业知识、教

育、教学能力等方面达到的水平及在这些方面

的学习和实践过程。”[13]第三类是从心理学角

度来界定教师素养。如林崇德等结合理论与

实践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教师素质

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

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

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14]。基于上述观

点,本研究认为,教师素养是指教师专业素养,

是从宏观视角分析不同学科不同阶段教师的

共同素养,是对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总体要

求,包括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伦理

三个维度。

(三)人工智能素养

坎德霍夫(Kandlhofer)等人于2016年首

次提出“人工智能素养”(AIliteracy)这一概

念。黄家伟认为,人工智能素养应包括人工智

能概念、人工智能应用以及人工智能伦理安全

三个方面[15]。汪明借鉴信息素养的内涵结构,

将智能素养划分为智能知识、智能能力、智能

情意及智能伦理四个维度[16]。2021年12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主

题会议上提到人工智能素养的重要性,并从广

义上将人工智能素养界定为关于人工智能的

知识(knowledge)、理解(understanding)、技能

(skill)和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17]。基

于上述界定,本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素养是指

个体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必需的特有素养,也是

人工智能时代个体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其构

成要素包括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技能和人

工 智 能 伦 理。玛 格 丽 特 · 尼 斯 (Margaret

Niess)指出:“人类与机器存在三种关系:‘人类

主导’‘机器主导’以及‘人机结合’。”[18]本研究

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素养主要基于人类与机器

是“人类主导”和“人机结合”的关系。

(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依据素养的概念,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强调

后天养成的素养,即: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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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机协作需要,通过后天习得而具备的素

养。依据教师素养的概念,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是指人工智能时代对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总

体要求。一方面,教师人工智能素养需要适应

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教师人工智

能素养需要强调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职业要

求。依据人工智能素养的概念,人工智能时代

应强调“人机协作”背景下教师的学习者角色,

使教师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从

容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

代的发展,教师应了解并学会使用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产品。综上,本研究中的教师人工智能

素养是指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作为人机协

作的教师使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产品所应具

备的素养,包括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技能、

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三个维度。

三、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

基于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以及布鲁

姆(BenjaminBloom)关于教育目标的分类(认

为教育目标包括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

域),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主要

包括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技能、人工智能

态度与伦理三个一级要素。其中,根据知识分

类方法,将人工智能知识分为四种知识类型;

根据人工智能技能的概念,认为人工智能技能

包含四种具体的技能;根据人工智能态度的概

念和各国及有关组织提出的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与建议,认为人工智能态度和伦理应包括四

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工智能知识

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 什 拉(Mi-

shra)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学科教学知

识(PCK)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知识(TPACK)。TPACK框架表明教师知

识结构由学科知识(CK)、教学知识(PK)和技

术知识(TK)三种基本知识构成。基于此,本研

究所涉及的人工智能知识属于技术知识。人

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知识是教师需要掌握的

技术知识的核心构成,是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

基础,对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活

动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于1996年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TheKnowledge-basedEconomy)的报告

中提出,知识包括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

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知

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等四类。基于此,本

研究将人工智能知识划分为人工智能事实知

识、人工智能原理知识、人工智能技能知识和

人工智能知识获取途径知识四类。

1.人工智能事实知识

人工智能事实知识,即关于人工智能是什

么的知识。教师应该对人工智能等相关概念

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史有基本的了解。这些知

识能够帮助教师识别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

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对于人工智能的发

展,教师需要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三次发展浪

潮;对于ChatGPT等生成性人工智能,教师需

要知道其是什么,发展过程如何。教师需要不

断更新人工智能事实知识。

2.人工智能原理知识

人工智能原理知识,即关于人工智能运作

机理及规律的知识。教师应该掌握人工智能

的基本原理、性质和发展规律,了解人工智能

目前可以做什么、未来可以做什么。尤其需要

了解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目前可以做什么、未

来可以做什么。具体而言,教师应该了解人工

智能的层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等。人工智

能的层次从下往上包括基础设施层、算法层、

技术层和应用层[19]。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

学的一个分支,离不开“芯片”“算法”和“数据”

三大核心技术[20]。

3.人工智能技能知识

人工智能技能知识,即关于应用人工智能

的知识。教师应具备应用人工智能所需的程

序性知识,比如编程知识。教师还应具备判断

何时、何种情境使用人工智能的技能知识,以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提升教育教学效

果。以编程知识为例,教师应了解的编程知识

包括编程的基础知识和核心知识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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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程的基础知识方面,教师需要掌握计算机

导论、程序设计类课程、算法与数据结构、电路

与电子技术、数字逻辑电路、网页设计与制作、

Scratch趣味编程、人工智能基础课程等[21]。

在编程的核心知识方面,教师需要掌握从事编

程教育所需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机器学习、数

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编译原理、

物联网技术、模式识别等知识。对于ChatGPT
等生成性人工智能,教师需要具备如何向它们

提问的知识。高质量有针对性的问题,可以更

好地帮助教师获得所需要的高质量答案。

4.人工智能知识获取途径知识

人工智能知识获取途径知识,即关于谁知

道人工智能、谁知道如何应用人工智能的知

识。这类知识的获得有赖于相关专家或专业

资源。教师应该知道如何利用多种途径获得

人工智能知识。这些途径包括通过高校官网、

研究机构官网等即可获得的专家的学术论文、

课程、讲座、研究报告、书籍等,还包括不同机

构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研究动态。比如斯坦

福人工智能报告。为持续关注人工智能的发

展,斯坦福大学于2014年启动了名为“人工智

能百年研究”(OneHundredYearStudyonAr-

tificialIntelligence,AI100)的项目。该项目专

家组主要围绕人工智能将如何发展及其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开展研究,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

(二)人工智能技能

当前,人工智能在跨学科和跨行业中发挥

着关 键 作 用,人 工 智 能 技 能 已 成 为 基 本 技

能[22]。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能是指在实

践过程中识别、分析、应用和创造人工智能的

能力”[23],在“智能教育场域,教师角色应是教

学创新者,在教学实践中应注重差异性教学和

个性化学习”[24]。本研究中的教师人工智能技

能主要包括识别人工智能的技能、分析人工智

能的技能、应用人工智能的技能和创造人工智

能的技能。四种人工智能技能之间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其中,识别人工智能的技能是前提,

分析人工智能的技能是基础,应用人工智能的技

能是重点,创造人工智能的技能是难点。

1.识别人工智能的技能

识别人工智能的技能是指能够区分使用

和未使用人工智能的产品。教师应具备辨别

人工智能应用产品的能力,这是将人工智能产

品应用于教育教学的前提。比如:科大讯飞推

出了应用语音识别技术对学生的英语口语和

写作进行准确测评的人工智能应用产品———

智能学习机;上海乂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以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应

用产品———松鼠AI,可以通过扫描学生知识点

了解学生学习进度,从而帮助学生规划学习路

径,实现个性化教育。教师对这些人工智能应

用产品应该有基本的识别能力。

2.分析人工智能的技能

分析人工智能的技能是指能够评估人工

智能的应用结果,包括积极影响和潜在风险,

以辩证看待应用人工智能的利弊,从而尽可能

规避潜在风险,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积极影

响。教师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人工智能对学

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在教育

教学中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一方面,教师需

要深入探讨如何使人工智能产品发挥积极影

响,比如提升课堂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另

一方面,也需要充分认识和深入思考如何避免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应用人工智能的技能

应用人工智能的技能是指能够在各类场

景中熟练地使用人工智能应用产品解决复杂

问题。教师应掌握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

人工智能产品应用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教师应用人工智

能产品需要具备人机协同能力,在应用过程中

应强调工具应用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而非为了

应用而应用。可将人工智能产品应用于教育教

学设计、课堂组织与实施、学生激励与评价、师生

沟通与合作、教师自我反思与发展等方面。

4.创造人工智能的技能

创造人工智能的技能是指结合实际创造

性地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

能力。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可以结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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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情境需要,对人工智能产品进行改造甚

至再创造,以增强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境适用

性。教师改造或创造人工智能产品需要具备

编程能力。编程能力是教师与人工智能产品

进行对话的基本能力。

(三)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

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的重要性在人工智

能时代将空前凸显,无论教师处于哪个年龄阶

段、有何种教育教学经验、教授何种学科,都应

该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教育教学带来的重大影

响。尤其重要的是,教师应充分认识到人工智

能对现有伦理规范带来的挑战,并有能力在教

育教学中加以妥善应对。人工智能态度与伦

理包括人工智能信念态度以及人工智能伦理

与道德规范。有学者指出,“教师角色应坚守

‘人之为人’的育人性;应坚守‘解放个性’的智

慧性;应坚守‘身心皆在’的主体性”[25],教师需

要反思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

积极应对教育教学中可能出现的伦理与道德

困境。人工智能态度是指教师对人工智能的

总体看法和感受。人工智能伦理则主要涉及

社会、个体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伦理问

题。针对此,多个国家和组织先后发布了一系

列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建议、指南等。本研究

认为,教师人工智能态度与伦理应主要包括理

性使用人工智能、有益学生发展、保证学生安

全、保护学生隐私。

1.理性使用人工智能

教师的人工智能态度主要涉及教师如何

看待人工智能,包括教师对人工智能是否感兴

趣,是否愿意学习人工智能知识,是否愿意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教师对于人工智能的好奇

心和兴趣,会直接影响教师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效果,尤其是在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遇到问题

时,是否愿意努力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进一

步思考如何更好地使用人工智能。此外,人工

智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师,教师对人工智能

的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选择。因此,

教师应培养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并通过自身积

极引导学生。教师对待人工智能既不应过度

悲观也不能过度乐观,而是要保持积极和理性

的态度,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知识,不断提升人

工智能时代必备的综合素养。

2.有益学生发展

教师在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要秉

持“有益学生发展”的原则。中国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伦理规范》强调,“人工智能的使用要增进

人类福祉,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类共同价值

观”[26]。换言之,在人工智能产品开发和应用

过程中,要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将人类的基

本权利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体现以人类

为中心的理念,将人工智能视为促进人类发展

的工具。因此,教师在开发、应用人工智能产

品时,应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遵循有益学生发

展的原则。

3.保证学生安全

教师在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要保

证学生安全。“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伦理要

求体现了在人工智能产品开发和应用过程中

应优先考虑人的安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Recommen-

dationontheEthic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指出:“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要

确保人类、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安全。”[27]人工智

能要遵循技术稳健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不应赋

予人工智能伤害、摧毁或欺骗人类的“自主权

力”,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安全可控”。当前,人

机协同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认为,“教

师不能对机器的决策过程和结果一无所知,而

完全交由机器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只有做好

监管者的角色,才能保障伦理安全,作出科学

决策”[28]。对教师而言,在开发、应用人工智能

产品时,应利用优质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模

型,从而更好地保证学生安全。

4.保护学生隐私

教师在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必须

保护好学生隐私。“尊重隐私”的人工智能伦

理要求体现了在人工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过

程中应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联合国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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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专门

提出了“隐私权和数据保护”原则,指出“隐私

权对于保护人的尊严、自主权和能动性不可或

缺,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必须予

以尊重、保护和促进”[27]。人工智能不应被用

来削弱个人的数据权利或隐私权,而是应充分

尊重个人隐私,注重数据管理。因此,教师在开

发、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在收集、使用学

生各项数据时,应遵循保护学生隐私的原则。

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生成路径

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养成可以从国家层

面、学校层面和教师自身层面共同发力。具体

而言,在宏观层面,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在

中观层面,需要学校提供专业支持;在微观层

面,需要教师提升认知,积极开展相关实践。

(一)政府:制定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标准

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制定适应人

工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国家教师人工智能素

养标准。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研制人工智能

相关政策,并协同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在制定

公共领域人工智能政策的同时,还应制定专门

的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政策,并组织专家、教师、

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政策制定。

从政策执行层面而言,还应对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等执行主体进行监督管理,并提供政策执

行需要的多种环境。

政府可以借鉴研究机构发布的教师能力

标准。2022年3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华

东师范大学、腾讯联合在北京发布《中小学人

工智能教师能力标准(试行)》,明确了人工智

能教师应当具备的技能。该标准参考了国内

外相关政策及标准文件,同时结合中国人工智

能教育发展实际,从人工智能理解与意识、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问题解决、教学实践、伦理

与安全等六个维度提出十八项基本技能要求,

以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师培养、评价等工作提

供参考和依据。从合作角度而言,政府可以鼓

励有关部门、研究机构、标准化组织、行业组

织、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标准化

工作,建立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有影响力国际

学术和产业组织间的标准交流合作机制,以此

制定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标准。

(二)学校:开展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

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需要教师有意义地

参与真实人工智能教学环境下的有效实践才

能生成和发展。格罗斯曼(P.Grossman)等人

提出了“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这一概念,

强调“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旨在帮助教师发展

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认同,应该围绕一组核

心实践重新组织课程”[29]。因此,学校应依据

“核心实践”培养路径,将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

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致力于为教师提供更多体

验和尝试复杂教学实践的机会,帮助教师做好

应对真实人工智能教学情境的准备。教师的

人工智能素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学校应

为教师顺利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提供相关培

训和实践机会等各种支持。

学校应联合教研院、电教馆、师训中心、高

校和人工智能企业等,共同探索培养教师人工

智能素养的有效路径,积极构建有效的多方合

作机制。通过教师继续教育、专项培训、高校

研修、企业实习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批具有扎

实理论知识、过硬实践操作技能,胜任人工智

能教学的骨干教师,从而解决学校缺少人工智

能教师的难题。

(三)教师:提高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

与能力

从教师自身角度而言,要养成人工智能素

养,必须从观念上提高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

从实践上提升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

能力。

教师要转变和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提高对

人工智能的认知,这是培养和提升教师人工智

能素养的基础。教师可以通过关注不同国家

和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从宏观上了解国

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同时通过研读由政府、研

究机构、高校、企业等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进

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应用情况等,

从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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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更要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这是培

养和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核心。顾小清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从教、学、管、评、决五个

维度为教师增能。教的维度,因材施教(超越

样板式的填鸭教学,为每个学生铺设大道);学

的维度,有的放矢(从学习所有知识中解放,专

攻薄弱知识环节);管的维度,全周期监管(延

伸节点式管理模式,实行教学全周期管理);评

的维度,过程性评估(摆脱经验式的评价,开展

过程性评价);决的维度,数据支持(摒弃过往

经验判断,用数据支撑教育决策)。”[30]因此,教

师应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应用人工智能,不

断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可在课前、课中、

课后都充分应用人工智能产品,使之有效服务

于教育教学活动,并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全方

位反思。

五、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高素质教师

队伍”“推进教育数字化”。面对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

发展,本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构建了教师人

工智能素养要素框架,提出从宏观、中观、微观

三个层面共同促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生成

和发展。但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研究对象缺

乏针对性,既未具体针对某一阶段的教师,也

未针对某一学科的教师,因而对具体阶段具体

学科的教师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对于教师人

工智能素养的构成要素,只分析到二级指标,

尚缺少更具体的三级指标。后续研究将致力

于以下两点:第一,研究对象更加聚焦,主要探

讨某一阶段某一学科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第

二,细化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三级指标,对教

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现状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

完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框架,为培养和提升教

师的人工智能素养提供更具指导性和实用性

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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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CanArtificialIntelligenceEmpowerTeacherDevelopment:
ConnotationandCultivationofTeachers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cy

HU Wei
(SchoolofMarxism,ChinaPharmaceuticalUniversity,Nanjing21119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newtechnologiessuchas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promotedthedigital
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aroundtheworld.ChatGPT,asarepresentativeofgenerativeartificialin-
telligence,posesnewchallengestothefieldofeducationandalsoputsforwardnewrequirementsfor
teacherqual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cyisthecorequalitythatteachersneedtoadapttotheera
ofAI.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notationofquality,teacherqual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
eracy,teacher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cyreferstothequalitythatteachers,ashuman-machinecol-
laborativeteachers,needtounderstandanduseartificialintelligenceeducationalapplicationproducts
inthecontextof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era.IntheAIera,teachers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cyin-
cludesthreeprimaryelements:AIknowledge,AIskills,andAIattitudeandethics,aswellasfifteen
secondaryelementslikeknowledgeofAIfact,knowledgeofAIprinciple,skillsofidentifyingAI,skills
ofanalyzingAI,guaranteeofstudentsafety,andprotectionofstudentprivacy,etc.Itiseffectivetocul-
tivateteachers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cyfromthreelevels:government,schoolandteachersthem-
selves.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human-machinecollaborative;teachers’literacy;artificialintelligence
literacy;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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