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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时代教师角色的
“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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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促使教育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加速跃

迁，人类已经进入到智慧教育时代。在智慧教育时代，教师推动了教育工具理性的转型，促进了教育价值理性的

回归，实现了教育工具理性和教育价值理性的整合，这充分彰显了教师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人工智能

与教育的结合，赋予教师角色新的含蕴：智慧教育时代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促使教师角色由注重传递向注重引

导的转变；智慧教育时代教学主动权的重构推动教师角色由注重自身的“教”向注重学生的“学”转变；智慧教

育时代交互方式的多样化推动教师角色由注重单打独斗向注重团队协作的转变。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

限度，在培养学生的群居属性和个体属性、激发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与进行教育研究，仍需教师进行角色坚守，这

也构成了智慧教育时代教师角色的基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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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教育的
影响和渗透，推动教育向着智能化方向加速跃升，
智慧城市、智慧学校、智慧教室、智慧课堂、智慧
学习等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类已经步入了智慧
教育时代。所谓智慧教育，是指教师借助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学生为
中心，构建精准、个性、灵活、富有人性的教育生
态系统，促进教育的智慧转型，实现人工智能技术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成长和发
展的需求[1]。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也明确指出，要打造智慧学习环
境，积极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引领和推进
以智慧性、智能性、融合性、引领性等为特征的教
育的现代化发展[2]。在智慧教育时代，教师作为人
工智能技术渗透和运用于教育领域的主体力量，是
促进教育智慧转型的智力支撑，这对教师的角色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挑战和要求。一方面，人工智能
技术对教育过程的介入，教师因此面临教学模式变
革、师生关系转化、人机协作的共生关系等一系列
挑战，表征着教师角色有其转变的必要性；另一方
面，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又有其限度，
极易引发各类安全风险，如过度技术依赖、个人隐
私侵犯、漠视教育的伦理抉择和人文情愫等，彰显
着教师角色有其坚守的必然性。因此，明晰智慧教
育时代教师的意义与价值，把握教师角色转变与坚

守的新定位，是深化教师角色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智慧教育时代教师的意义与价值

人类发明和使用技术，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
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意味着，技
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服
务人类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人工智能技术
亦是如此。在智慧教育时代，技术赋能教育，大大
解放了教师劳动力，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完全取代
教师，而是为了推动教育变革，激励教师对教育发
生机制的进一步探索，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智
慧教育时代，教师与教育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技术
密不可分，教师是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教育领域并
发挥其应有之效的关键环节，关于教师与虚拟教师
之间的关系也众说纷纭。基于智慧教育时代教师存
在的合理性分析，进一步明晰教师存在的意义与价
值，化人机各有优势的竞争关系为人机协同共生的
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两者的协同共生。

(一)教师助推智慧教育时代教育工具理性的转
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人类有两种
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3]。工具理性是一种注
重功效的、以技术主义为发展目标的理性，与以注
重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自觉的价值理性相对应。人
工智能的“代具性”使技术扩散成为必然，它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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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广泛运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未来智能机
器人将全面取代人类工作，真正能够工作的或许只
有2%的人”[4]，“无用阶级”的出现[5]，“人力资
源诉求的转变”无一不在昭示着智慧教育时代教育
工具理性的转型。

教师助推教育工具理性的转型，具体表现为：
其一，由知识传递型向智慧发展型转变。智慧教育
时代，教育的工具理性指向发展学生智慧，聚焦于
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随
着机器人智能化程度的不断升高，培养学生区别于
机器人的思维能力成为了新的诉求，不论是高阶思
维的养成，还是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育，都需要
教师智慧教学能力的支持[6]。其二，由核心素养的
培育转向超核心素养的建构。智慧教育时代，教育
的工具理性呼唤超越核心素养，构建AIQ(人工智能
商数)能力框架[7]，最大化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代
具性”功能。智慧教育时代，万物互联，我们所生
活的环境也由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如何处
理好人与机器人的关系成为了智慧教育时代的新问
题，提高学生以技术运用能力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商
数是决定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其三，由外在
生存能力提升转向内在灵魂成长。人工智能技术对
人力资源的解放使人们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成长，教
育的工具理性也更多地聚焦于教育效率的提升。教
育的工具理性不仅体现在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增长，
教育更是“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的过程[8]，在师生
的交互过程中相互启发，教学相长，循环往复，教
师和学生在此过程中都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教
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
积”[9]。

为了避免技术对人的奴役的工具理性的肆虐，
教师要注重人文关怀，调适基于理性的、技术的
智慧教育策略，在推动工具理性向着“育人”和
“成人”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防治教
育滑向技术至上和功利主义泥潭的主体力量。人
工智能在解放教师劳动力的同时又有其能力的“有
限性”，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不会取代教师这
个职业[10]，不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他们总是有别
于人类的，正确识别和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
“活动范围”，是智慧教育时代教师实现自我超越
的必要条件。在人工智能的“活动范围”之外，那
些教育中人工智能所无法触及的“领地”则需要教
师的引领，不断克服技术主导的工具理性的精确量
化和功利心态，推动教育的工具理性朝着服务人和
发展人的价值理性的方向行进。

(二)教师促进智慧教育时代教育价值理性的回归

教育的价值理性指向教育活动和教育主体本
身，关注的是教育的应然之道。教育的价值理性指
出教育应“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仅仅是教育
的客体和被改造的对象，把人作为教育的本质而不
是单纯的教育结果”[11]。智能机器人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了对人的替代，使人们从生存、工作问题中解
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身，“人”成为了一
切活动的前提和基本立足点。教育的价值理性强调
“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智慧教育时代的
教育迫切呼唤以主体——人为中心的价值理性的回
归。作为人体器官的功能延伸与强化，“人工智
能把知识与行为、教学与管理转化为‘0’与‘1’
的机器代码”[12]，不具备道德、情感、哲学与审
美、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与人文关怀能力等特
质。“人只有通过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
育”[13]。教师在以人为本，促进学生个体自身的成
长，实现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回归学生作为自
然人的原点”方面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14]。

在智慧教育时代，教师通过以学生为核心，
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而实现教育价值理性回归。其一，教育价值理性的
回归要求以学生为本，从作为“人”的学生出发，
将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智慧教育时代，人工
智能利用数据算法模拟教师行为，在技术层面上实
现了“智能批改作业、试卷、评分、纠正发音、批
改作文等”简单、机械性工作[15]，使教师从简单、
重复的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聚焦于学生本身，关怀学生，满足学生作为“人”
的情感需求。其二，教育价值理性的回归以个性化
学习指导为抓手。智慧教育时代，人工智能技术
直接搜集学生信息，形成数字画像，教师通过对学
生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更好
地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促进学生的成长与
发展。其三，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实现教育价值理性
回归的前提。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止体现在知识和能
力，更包含身体和心理等多方面。智慧教育时代，
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
运用，也为教师从多个角度和方面了解学生身心的
全面发展，尤其是为呵护学生认知的、心理的和社
会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条件支撑，让每个学生在
自适应学习中学有所得，发挥所长，培养符合社会
要求的创新型、智慧型人才。

(三)教师引领教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
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出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是实现人发展的前提，人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
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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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性本就是统一的，但由于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缺乏有效认识，引发二者的疏离、扭曲和对抗，
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越位，价值理性沦落。在实践
中不难发现，由于对教育工具理性的过度尊崇，拔
高了量化总结性评价的作用，导致“唯分数”主义
的出现，致使教育价值理性式微，遗失了教育的人
文关怀。

在智慧教育时代，教育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
理性相涉相融，难以割舍，统一于培养人的社会实
践活动中。教育工具理性是教育价值理性的基础支
撑，教育价值理性是教育工具理性的方向指引。在
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教师通过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
和优势，提升人工智能伦理的自觉意识，凸显教育
的人文气息，从单一的“分数至上”的泥潭中挣脱
出来，引领学生解决实际综合性问题，提升学生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育德才兼备之人，实现教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
机整合。此外，为了防止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而导
致的价值被压抑的窘境，这就要求教师重视对学生进
行人文精神的熏陶，扮演好劝善者、指引者、协调者
的角色，强化与学生间的情感交流，避免对技术的过
分崇拜以及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忽视[16]，准确地把握智
慧教育时代的人才需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设虚实
结合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建
构起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模式，形成学习内驱力和外
驱力相互补充的“学会做事”和“学会做人”的完整
的、协调发展的教育格局，促使二者不断从对方汲
取有益营养，相互补充，扬长避短，携手共进。

二、智慧教育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相较于传统单一、封闭教育环境下的教师，庞
大的数据库资源、人机协同、深度学习等都是智慧
教育时代教师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进步
主义教育家杜威指出，教育是不断变化的，倘若我
们依旧沿袭昨天的方式培养今天的学生，这实际上
等于剥夺了这些学生的明天。在智慧教育时代，技
术进步的同时，教育也应随之改变。面对教育的革
新与变化，顺应时代背景的教师角色亟待重塑，主
动应对智慧教育的冲击和挑战。

(一)由注重传递向注重引导的转变
智慧教育时代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使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增强，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主
学习、自我建构。面对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要求
教师突破传统传递者的角色，凸显以启迪、引领为
主要方式的角色特征。质言之，学生多样化、个性
化的学习，以及教学过程灵活性的增强，都迫切要

求教师打破“统一模板”，呼唤更具针对性、灵活
性与个性化特点的“充满教育智慧”的教师，这也
是智慧教育的应有之义。

其一，教师由知识的传递者变为学生学习内
驱力的激发者。在传统教育环境中，学校是学习的
主要发生地，教师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掌握主
动权，控制着学生学习的进程，影响着学生学习的
广度与深度。在智慧教育时代，学习机会的获取变
得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学习逐步脱离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实现随时可学，随处可学。教师失去对学
生学习内容、学习进程的控制权，学生成为自身学
习进程的掌舵者，个性化学习成为常态。相较于教
给学生知识，教师应将重心转移到如何引导、启迪
学生，如何激发他们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如何培养
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成为智慧教育时代教师所需认真
思考的问题。例如，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以自制
力、自觉性、坚持性、自我延迟满足为核心的自我
控制力发展尚未完全，如何让学生主动激活和维持
学习主动性成为教师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高年级
学生来说，如何培养他们的洞察力、批判力和创造
力也是智慧教育不可规避的问题。学生学习动机的
有效激发、自我效能感的及时获得、内在兴趣的培
养与转化，均需要教师对传感网、区块链、虚拟现
实等智慧教育技术的精神把握和综合运用，激发并
长期维持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并引导其遨游知识海
洋和探寻人生的意义。

其二，教师由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变为教育进程
的引导者。传统教育环境中的主要教学模式是“你讲
我听”的授受式教学。教师通过课堂授课将知识传达
给学生，学生所能获取知识的最大限度取决于教师知
识的量度。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将传统教育中的教师比
作一个提着水桶的人，他们将手中的知识之水一杯一
杯地分给他所教的学生们，教师在此过程中掌握主动
权和绝对的权威。智慧教育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可以通过人
机协作、人机融合、超级计算等新型智能途径瞬间获
得体量庞大且更具针对性的信息，教师已经失去了知
识传授的优势。相较之下，学生如何获取有效信息、
如何利用信息解决问题则成为阻碍学生成长的最大障
碍，此时就需要教师从旁引导，实现“数据驱动”
式学习，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引导学生有效获取
和辨识信息，提升他们分辨事物、自我反思和智慧生
成的能力[17]。智慧教育时代的教师更像是一个“火炬
手”，他们通过手中星星火苗引发学生的燎原大火，
不断激发和释放学生的内在的智慧潜力，实现智慧人
才的培养。



11

Intelligent Lead &  Smarter Education
智 能 引 领 与 智 慧 教 育2021.4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411期

(二)由注重自身的“教”向注重学生的“学”
转变

在传统教育中，教学活动的主动权主要掌控
在教师手中，教师控制教学的进程，以“教”定
“学”。这种以“教”为中心的模式无法兼顾学生
的不同差异，往往导致“教”与“学”的分离。随
着智慧教育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教育教
学过程，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的出现，引发教
学活动主动权结构的重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
动性被进一步激发，教师由幕前退居幕后，其角色
也由注重“教”向注重“学”转变。

其一，教师由知识学习的垄断者转变为学习资
源的管理者。智慧教育时代，智能的“离岸化和制
造化”等特点打破了人对智能的独占[18]，教师垄断
知识学习的局面被打破，以教师的“教”为主导的
填鸭、灌输式知识教育受到严重冲击。知识数量的
暴涨，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内容的繁杂性、
可替代性，促使学生作为学习过程的主动者、自觉
者成为时代诉求。而且，智慧教育时代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需求增加了教师统揽知识大权的难度，推动
了教师角色的重心由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
转变。基于此，教师的“放权”势在必行。教师要
增强角色转变的自觉意识，由知识学习的垄断者向
学习资源的管理者角色转变。教师对学习资源的合
理分配，一方面要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出发，
基于对学生数据的合理分析，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
供学习资源；另一方面从知识的价值角度出发，可
基于“适应性、均衡性”的原则，选择“根本的、
前沿的”知识，也可基于对知识时代价值的评估，
为学生选择更具智能时代价值的“有用”知识，实
现学生的智慧发展。

其二，教师由学生数据的搜集者转变为学生
个性化指导者。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对学生的了
解主要是通过与学生的直接交互，依靠亲身经历收
集学生信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信息在信度、效
度和全面度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导致教师对学生的
了解程度不深，个性化指导缺乏有效依据，教育决
策难以精准等问题。智慧教育时代，教师利用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全方位、全过
程、全样本的精准化、伴随式的数据收集，最终形
成能准确描绘学生特点的学习画像，为教师的个性
化指导奠定基础，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的指导策
略。个性化教学的实现，要求教师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对教学过程的可视化数据，加深对学生全面的、
细致的了解，从学生的“学”出发，设计教学方
案，基于学生认知图谱驱动教育决策，因材施教，

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求。
(三)由注重单打独斗向注重团队协作的转变
囿于时空的界限，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工作

形态相对独立，教师之间的合作模式单一，合作深
度不够。在智慧教育时代，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使
教师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促使教师冲破了时空和
对象的藩篱，跨时间、地域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加之人机共生成为常态，如何通过细化分工，促使
教师和AI教师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找到各自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生态位”，协同合作，实现教
学效率最大化，是智慧教育时代教师的重要课题。
此种交互方式的多样化，推动教师角色由注重单打
独斗向注重团队协作转变。

其一，教师由独立工作者到团队合作者的转
变。人工智能的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特性，打破了传
统教育的封闭性，跨校合作、跨课堂合作将成为教
育新常态，突破时空限制的教师合作共同体由此而
生。教师之间的协作，既表现为教师由校内教学转
变为跨校指导，即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学校选择课
程，教师也可以跨越学校进行指导[19]，协作共进，
也表现为超越时空界限与学科界限的教师间的协同
合作。实现教师间合作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每一个
教师通过移动通讯、虚拟现实等技术，充分利用基
于数字化学习资源服务大平台，最大化限度地发挥
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营造虚实结合的无缝化
学习环境集思广益，协同攻关，强化教师间协作的
流畅性与融合度，实现由机械性结合向有机合作转
变。在实际情形中，很多精彩的课程，需要借助人
工智能，由不同学科教师基于自身优势共同完成。
另外，智慧教育时代，教师间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
堂上，更渗透在课程的研发、课后的反思等教育的
各个环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教师共同体建设
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其二，教师由传统课堂的主讲者向“双师”课
堂的合作者转变。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绝不仅
仅是机械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居间的整体的构成
域，是人与机器、“人工智能＋”与教育交互的动
态性的存在[20]。这种交汇的构成性作用，既存在于
人与机器的交互过程中，即基于教师数字素养的人
机深度融合，也表现为交互过程的动态性，即作为
文化存在的教育与作为技术存在的人工智能都处于
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教师明晰人工智能
融合于教育的技术优势，建立适恰的教育性信息技
术疏离感，有效避免非教育性信息技术疏离感[21]，
精准掌握并适时运用智能化手段，通过创设人机共
教的“双师”课堂，探寻自身在智慧教育时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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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意义与价值，依据自身优势构建起人机互补的
新生态。由AI代理、AI助手到AI教师、AI伙伴的转
变，昭示着未来人机协同过程中AI教师的智能性与
自主性不断增强[22]，人机共教的“双师”课堂也被
赋予新的含义，这就要求不断强化教师人机交互能
力。面对不断变化的智慧教学生态，需要教师积极
构建人机共教的“双师”课堂，发展以教师主体智
慧为外在依托、以终身学习能力为内在构成要素的
智慧教育课堂。

其三，教师由单向输出者向双向协作者转变。
智慧教育时代教学资源具有共享性与开放性特点，
教师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学习共同体的
参与者，教师的知识权威不断削弱，学生的文化反
哺能力显著提升[23]。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推动了线
上、线下相结合多种交互方式并存的师生交互网络
的建构，师生间的交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线下、
课堂为主的单一模式。在智慧教育时代，面对学生
在某些领域对教师的超越，传统教学模式下由教师
向学生单向流动的教学方式难以维续，学生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师生间的文化流动
方向的改变，推动教师由单向输出者向双向协作者
转变。师生间文化传递上的双向互动，要求教师激
发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建设师生合
作共同体，通过构造合作式、对话式、探究式、分
享式、创造式的开放化智能学习环境，建立校内与
校外、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智能化深
度互动网络，构建“平等沟通、启迪互引”的智慧
教育课堂。

三、智慧教育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坚守

智慧教育时代的到来，机器人智能化程度的不
断升高，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运用范围愈加广泛，
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势不可挡。相较于人
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的确有着不可否认
的优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这就需要教师立足
自身，强化角色坚守的自觉性，而不致在智慧教育
时代的冲击下迷失自己。

(一)教师作为学生群居属性和个体属性培养者
的角色坚守

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先验知识的传递过程，更
是对作为人类的类属性的培养过程。人类的类属性
指的是人类作为群居个体的特性，它既包括指向外
在的群居属性，如社交能力、协商能力等在内的人
类的社会属性，也包括指向内心的个体属性，如体
谅、同情心等在内的纯粹实践理性。教师作为群居

的个体，应有的角色坚守是由群居、个体的两种属
性特性所决定的，即指向外在的群居属性和指向内
在的个体属性。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可能孤立
的存在于世间，他们都是作为群体社会生活中的一
员而存在的。作为群体中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都具
备指向外在的群居属性，都需要与群体中的形形色
色的其他成员进行基本的交流和交往。人际交往能
力和伦理观念是与他人交互所必须的。但作为群居
动物的人类虽时时刻刻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却又
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有着独立的人格。不论是
教师还是学生，每一个人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立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过程就是
人类遵从自己内心的实践理性行动的过程，即个体
生成道德智慧，内化道德并践履道德的过程。

其一，教师应坚守作为学生社会性的培养者
的角色。社会性是人类所特有的属性，社交能力
的提升不仅是依靠陈述性知识的累积，而且更多
的是依靠程序性知识的沉淀和环境熏陶的力量。
学生通过与不同的社会角色相处，不断提升程序
性知识的深度。同时，身边人处事方式的耳濡目
染与这些程序性知识共同建构起学生的人际交往
原则。教师一方面作为学生所必须接触的社会角
色之一，为学生程序性知识的积淀提供素材。在
学生与教师的交互过程中，学生的社会经验得到
不断的提升，为日后踏入社会、适应社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路
人，教师的言行举止、处事作风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未来待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此时教师
作为学生隐性教育的引导者，教师在与学生的交
互过程中，自身的角色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行事
作风的不同也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24]。

在智慧教育时代，AI教师将更多的代替教师进
行教育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教学甚至
于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都将会随之减少。随着线上学
习占比的增加，教师将面临教育影响效果不佳、社
会性培养渠道缺失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一现状，
教师仍然应该把握住作为学生社会性培养者的角
色。教师可以通过对线上课程教育的渗透率，增加
课堂中师生、生生交流的频率，拓宽课堂讨论的广
度，延伸讨论教学过程的深度，塑造学生健全的社
会人格。此外，隐性教育的穿透力也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突破口。教师的行为是隐性教育的原材料，通
过教师的人格魅力和以身示范作用，提高教师行为
的影响力，最终达到加强隐性教育穿透力的目的。

其二，教师应坚守作为学生德性的培养者的角
色。教师对学生德性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对其实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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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启蒙上[25]。按照康德的解释，实践理性是道德
主体坚持将内心的道德法则诉诸于道德行为的倾向
和能力。实践理性的形成过程，是主体不断地萌发
道德动机并自愿地遵从内心道德法则的过程，是道
德主体自发地将“绝对命令”诉诸于道德行为以达
自由的过程。目前运用于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只能
遵从既定算法行事，本身无法产生道德或道德律。
因为道德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灵活性，离不开教
师对学生的启迪与引领。因此，在智慧教育时代，
教师作为学生德性培育者的角色，这是任何技术所
无法取代的。

实践理性培养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道德意
志，进而提升他们的道德动机与道德判断力。首
先，教师要激发学生道德行为的自发性。学生道德
行为的自发性是培养实践理性的核心。传统教育
中强制性、被动性的灌输式道德教育忽视了实践理
性形成过程中的自愿性原则，扼杀了道德教育的主
体性。智慧教育时代的道德教育反对“约束”“惩
罚”的手段，以道德陶冶为主要方式，通过VR、
AR等沉浸式技术支持下的情境教学，将学生的道
德行为动力归因由外在的、不可控的、不稳定因素
转化为内在的、可控的、稳定因素，从而实现学生
道德行为的自发性和稳定性。其次，教师要通过榜
样示范与情感陶冶，激发学生的道德动机。道德动
机是培养实践理性的前提与保障。榜样的示范作用
有助于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智慧教育时代，教师
可利用智慧教育时代网、云、端技术方式支持下的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实时为学生推送榜样案例，通过
虚拟远程通讯技术支持下的立体式交互网络，增强
教学的感染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道德动机。此
外，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的网络道德修养，模范遵守
网络道德法规，文明上网，这种优良师德、师风支
持下的榜样教育具有更强的渗透力与感染力。最
后，教师应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发展。道德判断
力的形成是培养实践理性的基础。在道德判断力的
培养上，普遍法则的概括与领会，理性—行动培育
机制的建立都是引导学生由他律转向自律的重要途
径[26]。教师可以通过搭建虚实结合的智慧化教学环
境，利用虚拟环境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道德行
为，建立“意志—行为”的有效反射链条，实现道
德意志到道德行为的转化。

(二)教师作为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激发者的角色
坚守

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是智慧教育的基本
目标之一。在智慧教育时代，这一目标的实现又有
了新的含蕴，即通过智慧的教育培养智慧的人。高

阶思维能力激发是培养智慧的人的中心环节。高阶
思维能力激发的过程指的是对以创造力、想象力、
批判性思维等为代表的推动人类不断发展的天赋本
能的培育。高阶思维是较高层次的心智活动，需要
基于先验知识的掌握，通过将探究、想象、行动、
反思等子思维各有侧重的组合运用，激发学生思维
的深刻性和敏捷性，为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育提
供心智土壤。对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教
师基于高阶思维概念框架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想
象、行动、反思，为学生提供更精准的智慧教育，
促进学生智慧发展。

以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高阶思维的
形成过程，是教师鼓励学生在不断试错过程中发现
新的可能性的过程，是引导学生从失败中不断探寻
解决方法的过程。教师对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重
在学生潜力的发掘，是不断激发学生潜力发展的过
程。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勇于挑战，不能以
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来衡量和评价学生。在智慧教
育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只能解决形式化、算法化和
程序化的问题，对于没有明确答案的开放性问题和
鉴赏性问题则无能为力。因此，AI教师无法完全代
替教师完成对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以问题引导的探究性
学习为核心，是推动教育创新的应有之义。在智慧
教育时代，教师依据学生原有的认知水平，在培养
学生高阶思维能力过程中提供有效的支架，通过智
慧教学环境的营造以及对智慧教学的调节与反馈等
作用，支撑并引导学生达到更高智力水平。坚守培
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的角色，要求教师努力做
到，其一，构建个性化、多样化、立体化的智慧教
学支架。教师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搜
集、处理与分析能力，精准定位学生的最近发展，
根据虚实结合的情境教学、丰富的教学数据库，提
升智慧教学支架搭建的多样性与立体度。其二，营
造平等、开放的智慧教学环境。基于主体间平等、
开放的智慧教学环境是实现合作、探究式学习的关
键。教师可以通过构建智慧学习共同体，搭建虚拟
学伴、远程通讯等技术支持下的多方参与的立体式
交互网络，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启发、引领、辅助
学生，最终实现智慧教学环境的平等化、开放化。
其三，对智慧教学过程给予准确、及时的调节与反
馈。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调节与反馈，是提升教学质
量的有力保证。智慧教育课堂环境下对教学过程的
诊断、调节与反馈，需要教师从学习者、探究者、
反馈者等多重角色的行为与表现角度入手，建立及
时的、多元化的综合性反馈机制，不断完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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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建设，丰富数字教学资源，创新信息化教
学应用，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等[27]，最大限度地满
足智慧学生的发展需求。

(三)教师作为教育研究者的角色坚守
教师即研究者，从事研究是教师的基本责任

和使命担当。在智慧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AI教师
进入教育领域，它们代替教师一部分复杂繁琐的工
作，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
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但同时它们又不能完全
取代人类教师，教育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电
脑永远也无法替代人脑。教育过程是师生携手共进
的过程，是师生相互激发，达成意义共识的过程。
教师在总结教育经验和教训中会不断涌现新的灵
感、新的创意，这些新的思想或创意大多来源于教
师的深入探究、来源于师生的良性互动，这是计算
机所难以企及的。智慧教育时代，教师的作为研究
者的角色坚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教师作为道德教育研究者的角色坚守。
学高为师，教师是道德的代表，伦理的化身。一个
生命的健全发展需要另一个具有正确的良知、价值
观以及道德等品质的生命的引导与陶冶，而人工智
能是无所谓道德亦或是不道德的。在智慧教育时
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引发道德教育环境、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的转变，道
德教育如何避免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奴役，如何避
免个人信息泄露、侵犯隐私等伦理挑战，如何实现
“传统道德观与数字伦理观的有效融合”[28]，如何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涵养个体德性，趋
利避害，就成为作为道德教育主要承担者的教师所
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教师应以构建智慧化道德教
育模式为研究目标，基于对技术优势和教育规律的
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
化、个性化等特征，探索智慧教育时代道德教育何
以可能。其二，教师作为教育理论创新者的角色坚
守。推进教育理论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是
教师肩负的重要职责。对教育理论研究，要求教师
在紧扣时代脉搏，在变化的现实社会不断探索。尤
其是在智慧教育时代，推进智慧教育理论创新，便
成为教师不可推卸的重要任务。基于远程教育、在
线研修等技术的O2O混合式学习方式、人机互动的
出现，呼唤教师与时俱进，钻研智慧教育理论，需
要教师通过智慧教育时代人机协同、跨界融合、自
动技术的优势[29]，推进智慧教育理论创新。其三，
教师作为反思型实践者角色的坚守。在智慧教育时
代，智能技术的运用对教师作为反思型实践者的角
色提出了新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如何有效将人工

智能强大的数据搜集与处理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实
践中，如何通过智能可视化分析技术焕发教育教学
的实践活力，如何用智慧教育理论指导智慧实践，
等等。这就要求教师因势利导，通过远程通讯网络
平台实现跨空间交流合作，加强深度学习，推动自
身反思能力的发展，展现实践智慧，帮助发散性思
维的形成，激发灵感、顿悟等创造性思维的生成，
促进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通过智慧教育实践总结
智慧教育理论，在智慧教育实践中创生和发展智慧
教育理论，推进反思—反馈—再反思机制的建立。
最后，教师作为自身角色定位的坚守。教师的角色
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注入新的内
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体现时代特征的角
色赋予。尤其是在当前的智慧教育时代，智能技术
与教育的深度融入，获取知识途径的多元化、学生
学习方式的多样化、AI教师的出现等，均对教师角
色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教师陷入了“我是谁”的角
色困惑，引发了教师对自身角色的重新思考。这就
需要教师加强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研究，基于对智慧
教育特点的深度理解，探析智慧教育时代教师存在
的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

需要指出，作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中间媒
介，教师的信息素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工智能
技术在教育领域运用的成效。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强
化研究者的角色，研究如何通过智慧型劳动代替机
械的重复性劳动，如何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手段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等等。在
智慧教育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精准嫁接及
其深度融合，以及时代发展所引发的教育新问题及
潜隐教育矛盾的解决，仍需教师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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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Teachers’ Role in the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Feng Yonggang, Chen Y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of educa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human beings have stepped into the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teacher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romote the return of educational value rationality,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ducational 
value rationality,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eachers’ exist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endows the role of teachers with new implications: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promotes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 from focusing on transmission to focusing on guidan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initiativ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promotes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 from focusing on 
their own “teaching” to focusing on students’ “lear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action mode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promotes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 from focusing on single action to focusing on teamwork.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eachers still need to stick to their role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social and individual attributes, 
stimulating students’ high-level thinking ability and Conduct educational research, which also constitutes the basic positioning of 
teachers’ roles in the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Keywords: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teacher’s roles; rol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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