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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教师发展问题关系到教育改革的方向与全局袁打造野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冶是其重要任务遥文章以探

索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为目的袁立足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与教师发展的研究现状袁剖析人工智能促进教师发

展的内因与机理袁明确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内容与举措袁并从环境建设尧教学改革尧能力提升尧均衡发展尧评价创新五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尧路径与相应的对策袁为促进人工智能在教师发展领域的深入推广与创新应用和教育高质量发展与

变革提供有力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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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背景

渊一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面临机遇挑战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教师发展带来诸多机遇与

挑战遥一是以 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因其可
以提供智能化尧 个性化的学习指导与解决方案等袁对
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和影响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传统教师的角色作用袁 教师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重塑自身角色袁需要重新思考学生的学习方法尧团队
协作尧教学评价等遥 二是教育新基建为教师发展提供
了重要方式和途径袁其战略规划 [1]尧价值取向 [2]尧标准
需求[3]等新要求为教师发展指明了方向袁推动了人机
协同育人路径[4]尧技能型教师培养策略[5]等研究袁成为
推进教育优质发展的野数字基座冶[6]和促进教师发展的

重要基石遥三是叶教育部 2022年工作要点曳叶教师数字
素养标准曳 等文件强调了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袁呼唤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快速提升[7-8]遥叶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中提出了野到
2035年袁教师综合素质尧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

提升袁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尧数以十万计
的卓越教师尧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冶的目标[9]遥 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如何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袁成为新时
期教师发展的重中之重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自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袁教师如何发展这一问题

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及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袁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
合尧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成为教师发展的新动力和新
方向遥促进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教师发展深度融合
是野十四五冶时期构建优质教育体系以支撑高水平教
师发展的战略举措遥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师发展影响深
远袁尤其是对教师理念尧教师教学观尧教师发展观等方
面产生了变革作用遥一是人工智能有助于重塑教师理
念观[10]遥 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教育目标袁重新定位了
教师角色袁变革了知识的创造方式袁改变了野以教师为
中心冶的权威知识观袁强调从知识传授到重在育人袁强
调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11]袁强调从传统的野师道尊严冶
到师生关系多元化[12]遥 二是人工智能有助于革新教师

104



2023年第 10期渊总第 366期冤

教学观遥 人工智能支持野因材施教冶[13]袁未来教学环境
将实现知识与学习者的真实生活与教学环境的无缝

融合袁教师正面临以自主尧合作尧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
学方式变革[14]袁因此袁要求教师不断更新自身素养袁创
新教学方式遥 三是人工智能有助于变革教师发展观遥
人工智能强调教师智能素养尧重构教师能力标准和赋
能教师教研袁经验为主的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智能时
代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袁要大力发展野互联网+教研冶尧
教学发展要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15]等遥

二尧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内因与机理

渊一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教师发展个人因素视角看袁新时代教师在自我

提升意识尧学术研究能力尧职业认同感等方面存在不
足袁教师普遍存在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尧学术研究能力
薄弱等问题[16]袁存在职业认同度不高尧自主学习不够尧
教学反思意识不强等问题[17]遥从教师发展制度因素视
角看袁 新时代教师发展评价存在非标准化和非强制
化尧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存在障碍尧优秀教师价值认
知的浅表化等问题遥 例如院高职野双师型冶教师中袁野双
师冶的标准尚无上位政策界定袁缺乏客观评价标准导
致教师发展滞后[18]遥 从教师发展理论因素视角看袁教
师发展存在生态位模糊尧职业认同感有待提高尧综合
素养尚需强化尧开放培育平台不够等问题[19]袁智能时
代教师专业发展存在发展期望过高尧过于关注教师伦
理道德素养等问题[20]遥 从教师发展实践因素视角看袁人
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实践变革袁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
主体袁提升自身智能素养至关重要遥 要探索野新技术尧
新观念尧新方法尧新角色冶的教师发展指导理念袁以及
野创建智能教育环境尧提升教师智能素养尧创新教师发
展模式尧优化教师数据管理冶的教师发展有效模式[21]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功能机理
教师的功能可以分为工具性功能和本体性功能

两部分[22]遥 其中袁工具性功能是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
的功能类型袁 教师将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烦琐的程序
性任务袁进而开启智能教育遥 而本体性功能是人类教
师区别于人工智能教师的关键所在袁 主要体现在沟
通尧情感尧价值观尧创造力等方面袁是人工智能难以替
代的功能[23]遥 再高级的人工智能都是在已有的人类智
能域中组织尧加工尧整合尧呈现知识袁无法创造出超过
人类智能域外的新知识遥

因此袁教师的发展也呈现出两种态势袁即基于人
工智能的工具性学习和基于教师智能的本体性学习遥
工具性学习注重利用智能技术增强教师的感知功能尧

思维功能尧表达功能曰而本体性学习特指教师增强自
身的自我意识尧自主能力尧创新能力尧反思批判等自我
层面的原生态学习遥 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袁教师的工
具性功能与本体性功能此消彼长袁两种功能间的界限
日益模糊遥

人工智能具备类人性功能袁其核心是通过机器模
拟人的理解尧分析尧推理尧学习等袁替代人完成部分工
作[24]遥 类人性功能包括类人性感知功能尧类人性思维
功能和类人性表达功能 [25]袁因此袁人工智能可以完美
地替代人类教师的部分感知功能尧思维功能尧表达功
能遥人工智能通过对教师的教育认知尧教育思维尧教育
设计尧教育行为等功能进行部分替代袁从而在教育中
产生强大的作用遥

人工智能的教育功能体现在重构教学活动组织尧
丰富知识教学活动尧多维评价教学活动尧影响教师反
思层级深度尧重塑教师知识观等方面遥 人工智能通过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进而对教育产生积极效能袁功能机
制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人工智能的教育功能

人工智能重构教学活动组织的功能体现在智能

机器人收集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组织形式袁在特定的算
法技术支持下进行最优教育组织形式的整合遥人工智
能丰富知识教学活动的功能体现在基于大数据技术

的人工智能具备丰富的知识资源袁智能机器人可以灵
活调用名师教学案例袁实时为每位学生匹配个性化的
教学指导服务袁打破传统的授课方式尧授课风格袁促使
教学活动环节多样化尧灵活化尧个性化遥人工智能多维
评价教学活动的功能体现在人工智能借助图像处理尧
语音识别尧 机器翻译等技术收集大量的教学过程信
息袁并借助深度数据挖掘和神经网络技术对教与学过
程信息进行多维度处理袁 给教育用户提供更丰富尧科
学尧及时的反馈信息袁及时向教师推荐改进意见袁提供
更精准的改进方案遥人工智能影响教师反思层级深度
体现在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对教师教学行为尧 师生话
语尧面部情绪进行智能分析袁形成教学分析报告袁为提
升教师教学反思能力提供新参照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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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重塑教师知识观袁评估人类学习生活所需的知识与
技能袁进而更新人类已有的知识与技能体系遥

三尧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内容与举措

渊一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指导思想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袁 就是要在国家和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袁以全面育人为目标袁针对新时代
对师资培养的要求袁通过整体规划尧整合资源尧加大
投入袁用智能技术促进教师信息化能力建设袁以新思
想尧新格局尧新技术尧新路径关注教师发展关键问题袁
探索人工智能促进教学管理评价变革尧 创新教学模
式尧促进薄弱地区与乡村学校教师发展袁为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服务袁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协
同联动尧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尧促进五育并举的教育新
生态遥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应遵循数据驱动尧技术支

撑尧协同共进尧智慧发展的原则遥数据驱动指教师的分
析尧判断和决策要以数据为基础袁实现教师发展过程
的数据化曰 技术支撑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袁
多模态尧全景式收集尧处理和分析教师数据袁构建教师
画像袁为教师发展提供适应性支持曰协同共进指教师
与人工智能之间深层次学习尧协作和共享曰智慧发展
指实现教师与智能技术的共同发展袁利用人工智能提
升教师教学育人尧学科知识尧学术科研等方面的能力
与素养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要从人工智能助推教学

环境建设尧教师评价管理尧教师素养提升尧教育教学创
新尧教育精准扶贫等方面进行探索遥 一是要建设智慧
教学环境袁支持教师与学习者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进
行无缝教学尧学习与管理袁为其提供无处不在的教与
学支持服务遥二是要采取与新型教学方式相匹配的教
学评价方式和教学管理手段袁利用大数据尧学习分析
等技术对教学数据进行充分挖掘尧深入分析袁实现教
学评价与教学管理自动化尧智能化和科学化遥 三是要
有计划地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袁使其能够高效应用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开展教学尧优化教学尧创新教学模
式遥 四是通过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优质资源袁协助教师
备好课尧授好课袁切实推动教学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尧科
学化尧个性化袁全面提升教师工作效率遥五是要通过教
育发达地区高水平学校与薄弱地区学校结对共建远

程互动教学系统的方式袁实现教师野智能手拉手冶袁促
进优质教育资源实时共享袁为薄弱地区教师与学生发
展作出贡献袁实现教育公平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重要技术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主要涉及的核心功能有

情境创设尧信息获取尧数据分析尧知识管理尧教学工具尧
发展支持等[26]袁相关技术包括院

虚拟现实院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可对参与者直接
施加视觉尧听觉和触觉感受袁并允许其交互地观察和
操作虚拟世界的技术袁 基本特征是沉浸渊Immersion冤尧
交互渊Interaction冤和想象渊Imagination冤遥

智能感知院智能感知技术是利用智能传感器件实
现设备及环境状态信息采集尧 处理与通信的技术袁包
括知识感知与情感感知两个维度[27]遥

数据驱动与画像技术院数据驱动与画像技术是一
种支持智能教研的技术遥教育决策者通过提取海量的
数据来评测教研效率与质量曰画像技术能够有效服务
教师精准教研尧自我诊断尧反思教研[28]遥

人机协同院人机协同合作是指人类和机器在工作
中紧密合作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袁实现高效工作的
目标袁人机协同智能由认知尧情意和创生三种智能构
成[29-31]遥

机器学习院机器学习是使用机器来模拟人类学习
活动的一种技术遥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机器学习来协助
教师指导教学[32]遥

数字孪生院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尧传感
器更新尧运行历史数据等袁集成多学科尧多物理量尧多
尺度尧多概率的仿真过程遥 学习者在基于数字孪生技
术的智慧学习空间里实现与物理世界的实时交互袁并
能够根据需要扩展相应的数字孪生功能模块以实现

观察反思等学习活动[33]遥
学习分析院学习分析是通过对教育活动中产生的

学习者的学习数据进行收集尧加工尧分析袁研究分析学
习者的学习参与尧 学习表现和学习过程等学习行为袁
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决策并对学习者进行监测尧预
测和干预遥

知识图谱院知识图谱是以图示的形式表现现实世
界中各实体渊概念冤以及之间关系的载体袁是一种结构
化的语义知识库遥知识图谱涉及的知识可分为通用知
识图谱和领域知识图谱两大类[34]遥

ChatGPT院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
语言处理工具袁 是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袁AIGC冤袁可以帮助教师
开展个性化教学并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遥

自然语言生成渊NLG冤院自然语言生成技术是从
抽象的概念中通过执行预先设定好的模型来生成文

本[35]遥 该技术提高了人类与计算机沟通交流的效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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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智能问答对话系统与机器翻译系统袁能够
快捷地实现人机交互袁能够实现部分结构化内容渊教
案与试题冤的自动生成袁大大提升教师的备课效率遥

自适应学习系统院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学习者个
体的认知水平尧学习能力等袁动态调整与其相适应的
教学资源与学习方式袁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袁保障
学习者完成正常的课程内容袁帮助学习者实现自主学
习自适应袁提供个别化支持袁实现个性教学遥

渊四冤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核心举措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可以围绕培养野三新冶尧建

设野三创冶尧开发野三库冶尧打造野三平台冶展开袁营造智慧
教师发展新生态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核心举措

培养野三新冶指教师需要有新理念尧新技术尧新方
法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袁教师素养面临新挑战遥教
师要主动适应数智时代的要求袁 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袁
积极学习新的技术袁强化技术的支撑作用袁创新采用
新的方法袁全面提升自己在学科知识尧专业技能与素
养水平等方面的能力遥

建设野三创冶指创设智能教育环境尧创建智慧教学
资源尧创新教师发展模式遥 国家及各地区要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袁以促进教师发展为目标袁创建数据中心尧智慧教
室尧智能实验室等智能场所袁创建智慧教学资源袁从多角
度尧多形式推动教师多元发展袁创新教师发展模式遥

开发野三库冶指开发教师教学资源库尧教师发展课
程库尧教学状态数据库遥 野三库冶的开发袁为教师教学尧
发展与管理提供支持遥 教师教学资源库提供实用性尧
针对性的优质教学资源袁助力教师教学曰教师发展课
程库帮助教师获取个性化的培训课程与资源案例曰教
学状态数据库是与教学质量相关的各个环节的信息

集合袁为教学质量分析与调控提供依据遥
打造野三平台冶指打造智慧教学平台尧智能诊断

平台尧虚拟教研平台遥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袁建立一体
化智慧教学平台尧智能诊断平台尧虚拟教研平台遥 平
台不仅为教师发展提供资源服务袁助力教师教学袁而
且有利于实现数据收集与分析袁构建教师画像袁实现
精准诊断袁打破时空壁垒袁促进虚实融合袁为教师智能

研修提供支撑遥

四尧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要实现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袁就应从同步建设
教学环境尧教育教学改革尧教师能力提升尧教育均衡发
展与教学评价创新五大方面着手袁营造野人工智能+智
慧教学场冶尧打造野人工智能+智慧教学助手冶尧组建野人
工智能+研修共同体冶尧创建野人工智能+优质资源库冶
和构建野人工智能+智慧管理系统冶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渊一冤AI助力教学环境建设院营造野人工智能+智
慧教学场冶

国务院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提出野开发立
体综合教学场冶[36]袁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构建
高度互联互通尧 集物理教学空间与虚拟教学空间为一
体的智慧教育教学场域袁最优化助推教师全面发展遥首
先袁集大数据尧5G尧有线尧无线和物联网等于一体袁建设
开放尧融合尧以人为本的智慧校园及智慧教学环境袁并
有效整合智能技术建设一批智慧教室袁 包括互动研讨
智慧教室尧远程互动智慧教室尧VR沉浸智慧教室尧微格
训练智慧教室等现代化物理教学环境袁 以及基于网络
的在线学习空间及虚拟仿真学习空间袁 为教师提供智
慧技术和教学支持遥其次袁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虚拟
现实尧教育机器人尧在线学习系统尧智慧教学系统等技
术有利于形成体验式教学尧混合式教学尧游戏化教学等
多种新型智慧学习场遥 第三袁将 AR尧多模态融合技术尧
自动决策技术尧文本增强技术等应用于智慧教学环境袁
为师生尧生生尧人机等交互提供技术支撑遥

渊二冤AI助力教育教学改革院打造野人工智能+智
慧教学助手冶

人工智能正在融入学校的教尧学尧管等环节袁利用
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云计算等智慧化设施袁创建教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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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助手袁可为教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袁重塑教师发
展生态遥 首先袁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学助手
具有沉浸性和交互性等特征袁 有助于提升知识储备尧
促进学习尧提升课堂效率遥其次袁智慧教学助手可以辅
助教师备课袁智能推荐学习资源和技术工具袁智慧生
成个性化教学资源袁 提供个性化答疑与课后辅导袁协
助教师摆脱机械的教学工作袁 促进教师创新教学内
容袁变革教学模式袁从事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遥 第
三袁学生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尧手写识别等多种形式与
智慧教学助手问答互动袁学生能够选择感兴趣的知识
点或学科知识向其提问袁助手在解答的同时也可进一
步提出问题袁二者形成良性交互遥

渊三冤AI助力教师能力提升院组建野人工智能+研
修共同体冶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智慧研修共同体袁 可以打

破传统教师帮扶的弊端袁具有针对性强尧专业性强尧成
效显著且可持续的特性遥首先袁利用智能技术搭建研修
共同体平台袁利用可穿戴设备尧语音识别技术等收集教
师生理数据尧教学行为数据尧教学心理数据尧教学情感
数据等袁通过数据分析手段建立教师画像袁提供诊断与
建议遥 其次袁 利用教师培训以及区域教师发展实践经
验袁 开展依托智能教师研修共同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与实践袁 以结对帮扶等方式实
现常态化指导遥 最后袁通过教师间的互评尧资源共享与
协作学习袁促进机制的创新尧资源的重组尧服务的迁移袁
开展深度探讨以提升研修效果袁助推教师发展[37]遥

渊四冤AI助力教育均衡发展院创建野人工智能+优
质资源库冶
借助大数据技术等手段袁 聚合高品质教育资源袁

建立精品资源库袁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应用
服务创新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生
态圈遥首先袁基于国家和省智慧教育服务平台袁开发智
慧教学平台尧智能诊断平台尧虚拟教研平台等教师发
展平台袁开发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培训资源袁打造教师
教学资源库尧教师发展课程库尧教学状态数据库等遥其
次袁基于教师画像数据袁根据教师学习特征建立优质
资源共享机制袁实现精品资源的智能甄选与择优推送
服务袁满足教师发展需要[38]遥 最后袁建立优质资源定期
更新标准与机制袁 定期升级并更新现阶段的资源袁强
化资源的有效性和先进性袁保障教师发展优质资源库
质量袁为教师提供优质的资源服务遥

渊五冤AI助力教学评价创新院构建野人工智能+智
慧管理系统冶
依托智慧环境建立智慧管理系统袁 通过采集尧挖

掘及分析教学场景中的数据袁检测教学效果尧诊断教
学问题尧指引教学实践尧优化教育管理袁形成智能尧规
范尧科学的教学管理系统遥首先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
撑袁全程跟踪记录教师发展路径及过程袁精准诊断教
师发展需求尧发展现状与发展策略袁实现精细分析尧精
确诊断尧精准提升遥其次袁以大数据与学习分析技术为
基础袁实现师生野教冶与野学冶行为的智能化诊断袁动态
分析和评价学习者行为袁发现问题与不足袁形成教师
学科知识尧专业能力和素养水平三位一体的可视化诊
断分析报告与系统化精准提升方案遥 最后袁通过人工
智能对教学的诊断反馈为教学组织尧学习活动等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袁提升教学效率遥

五尧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对策

数智时代袁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要从技术赋
能尧应用导向尧培训驱动尧精准测评尧协同发展等方面
实施袁要克服技术与教育脱节尧技术难以应用于教育
实践尧教师无目的发展尧组织学习培训少等问题袁助力
营造智慧教育新生态遥 如图 4所示遥

图 4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展的对策

渊一冤技术赋能袁装备教师发展的野助推器冶
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互联化尧数字化与智能化优

势袁是推动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袁因此袁要全力建设和
提供教师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技术工具袁装备教师发展
的野助推器冶遥 首先袁要持续加强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袁打造数字基座遥要加快推进国家骨干网络尧省市
教育网络和校园网络等多类网络整合优化袁统筹规划
搭建数字化仿真教学平台袁借助可视化技术打破虚实
壁垒袁打造一个不受时空限制尧沉浸式的野信息要物
理要社会冶高效整合的教师智慧发展场袁支撑授课形
式多元化尧资源整合全面化以及协作学习多维化遥 其
次袁要积极利用新兴技术赋能教育各个环节袁打造智
能助教系统袁实现智能描述尧智能预测与智能引导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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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电尧 眼动识别等技术动态监控学生学习状态袁依
托大数据尧 知识图谱等技术全面采集过程性数据袁刻
画师生数字画像袁并借助语义分析尧图像识别等技术袁
实现自动化辅导尧智能测评和智能决策遥最后袁要加快
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遥鼓励企业尧高校和科研机构等
产学研各方加强数字身份验证尧数据加密算法尧操作系
统以及平台建构等方面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袁 提升
网络系统的安全保障及自身防护能力袁 逐步实现自动
化漏洞与安全隐患标识尧阻断尧处置和追踪溯源袁不断
提升网络安全的综合防御能力遥

渊二冤应用导向袁营造教师发展的野实战场冶
以智能工具为支撑促进教师发展袁 创造并提供教

师发展的训练场和 野实战场冶遥 教师要加强各类智能技
术尧技能的学习与应用袁紧跟时代发展不掉队遥 首先袁要
强化教师智能技术应用的意识遥在野双减冶野双新冶等政
策背景下袁教师要深刻理解智能技术助力师生减负增
效的应用机制袁明确多维感知自适应学习尧课堂教学
诊断与优化尧基于核心素养的大数据智能分析决策等
发展方向袁积极学习和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袁提高
自身信息意识和数字素养遥 其次袁教师要不断提高智
能技术应用能力遥不仅要掌握各类智慧技术的使用方
法袁更要具有应用智能技术满足教与学实际需求的能
力遥 进而扎实推进智慧课堂常态化应用袁积极构建以
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教学新范式袁 以智能技术为抓手袁
基于智能化支持体系袁优化协同备课尧同步上课尧远程
教研等服务遥最后袁教师要学会协同人类智能尧机器智
能达到高效育人的目的遥在面对 ChatGPT等人工智能
技术对教师带来的挑战时袁教师应善于挖掘和转化学
生人机对话中的育人价值袁 要重新考虑教学的意义袁
教导学生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袁 注重学生抽象思
维尧意志品质的培养遥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全局把控
者袁应当协同两类智能和两类主体袁发挥育人的作用遥

渊三冤培训驱动袁加注教师发展的野推进剂冶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袁 要重视教师培训袁

让教师具有创新教育模式和合理借助智能技术开展

教学的关键素养[39]遥 要积极为教师提供帮助和支持袁
及时加注教师发展的野推进剂冶遥 首先袁利用智能技术
优化培训模式遥 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袁针对性地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曰应用多模态技术为教师创设多种
研修情境袁开展新教师进修尧学科名师研修尧特级教师
培训等活动曰基于智慧教育平台袁开展以数据为支撑
的精准培训尧评价与管理袁通过项目课题尧名家讲座尧
专题沙龙尧名师网络工作室等活动形式袁以最大限度
发挥智能技术对教师培训的支撑作用遥 其次袁利用智

能技术优化培训内容遥 在培训中袁为教师提供具有指
向性和实用性的学习内容袁为教师提供精品应用和各
学科优质资源袁帮助跨校际和跨区域不同情境下的教
师达成共同认知袁让教师能够熟练掌握新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袁促进教师在活动过程中提升信息化教学能
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遥 最后袁建立相应的教师考核机
制袁鼓励教师利用大数据技术尧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展
信息化教学实践袁推广优秀的教学成果和经验袁对取
得优异成绩的教师可由学校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综

合能力鉴定和表彰袁授予优秀教师称号并作为职称评
定加分项目袁以提高教师自我效能袁激励教师发展专
业技能遥

渊四冤精准测评袁绘制教师发展的野坐标系冶
全面推进智能教育评价袁实现精准测评袁不仅要丰

富评价新内容尧开发评价新工具尧赋予评价新功能袁还
需规范智能教育评价应用制度袁重塑教师发展的野坐标
系冶遥首先袁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评价的技
术优势袁绘制数据驱动下的教师能力画像袁记录教师
教学行为与能力状况袁开展以数据为基础袁以证据为
导向的评价遥其次袁根据教师素养标准尧教师能力要求
等袁精准分析教师能力状况遥 就教师专业发展而言袁根
据教师职业发展规划阶段特征袁 针对当前一些教师专
业发展中存在责任意识不强尧 职业倦怠以及教师专业
发展模式过于单一等现象袁从师德师风尧理论知识尧专
业技能尧教研水平和多元化评价等层面袁构建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尧模式尧模型等遥最后袁推进教
师专业能力与需求评测袁对教师能力进行动态跟踪袁对
优秀教师发展经验进行精炼与归纳袁寻求教师专业发
展新模式遥 以大数据为支撑袁构建教师发展过程性评
价与目标追踪机制袁为刻画教师画像尧支撑其进阶发
展奠定基础袁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渊五冤协同发展袁打造教师发展的野新生态冶
当下人工智能尚在发展中袁人工智能决策具有局

限性袁新时代的人工智能与教师协同发展本质是数据
驱动决策袁需遵循以教师为主导尧人工智能辅助干预
的机制袁需要多方协同发展遥首先袁各级政府和教育管
理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叶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
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曳等政策方针袁在各级
教育部门的正确引导下袁政府尧学校尧教师和企业等多
方合作助推人工智能与教师协同发展遥 其次袁发挥学
校在助推教师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遥增进专家学者尧
技术人员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合作袁 积极利用人工智能
为教师开拓视野尧完善知识体系袁开发并提供相应的教
育资源和使用方案等服务袁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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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acilitate Teacher Development

ZHANG Yichun1, TANG Ling2, MA Chunlan1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曰
2.Yongkang City Pearl School袁 Yongkang Zhejiang 321300)

[Abstract] The issu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 and overall
situ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build a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is an important task.
With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eache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eacher development, clarifies the contents and meas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eacher
developm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thods and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eaching reform, capacity improvement,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n -depth
promo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I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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