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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袁随着预训练技术的发展和计算硬件的提升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遥 其表现出的智能

涌现尧强认知性尧高通用性等卓越能力为教育数字化尧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驱力袁这将引发未来教育形态的变

革和重塑遥文章介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袁分析了其内涵尧技术框架及主要特征遥并以星火大模型为例袁剖析

了以国产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及其典型教育应用场景袁发现大语言模型的文本生成尧语言

理解尧知识问答尧逻辑推理等方面能力在教育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

用袁将促进教育主体关系转变尧教育环境智能升级尧教育资源供给创新尧智能教学方式重塑尧评价理念方式变革尧智能教

育伦理治理等方面的变革袁助力人类教育与学习形态重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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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当前袁不断更迭的智能技术正在加速教育的数字
转型与智能升级袁变革和重塑未来教育形态遥 尤其是
以 ChatGPT尧GPT-4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渊Generative AI袁GAI或 GenAI冤 具备了通用人工智能
渊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袁AGI冤的特征 [1-2]袁正推
动着互联网资源生产方式转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渊AI
Generated Content袁AIGC冤范式 [3]袁使得人工智能在数
字化实践中的作用更为凸显遥国内一批高科技企业和
机构也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袁组建强大技术团队
加快研发攻关袁在国产大语言模型技术和产品等方面
取得突破袁并在教育等领域推广应用遥首批 11家国产

大语言模型已经通过国家监管部门备案 [4]袁由科大讯
飞公司自主研发的星火认知大模型渊简称野星火大模
型冶冤 于 2023年 9月 5日起正式向全民开放使用袁并
被 MIT科技评论等机构评为野最聪明冶的国产大语言
模型[5]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尧语言理解尧知识
问答尧逻辑推理等方面能力对于教育教学具有极大的
应用潜力和价值[6]袁星火大模型已被接入众多教育产
品袁形成教学助手尧学习助手尧心理辅导助手和编程助
手等多种典型应用场景袁为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尧智能
化发展和形态重塑提供支撑遥 因此袁置身于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袁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给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袁更加深刻地理解智能
技术之于教育信息化尧 教育现代化的革命性影响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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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未来教育形态变革创新之路遥

二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渊一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发展
近年来袁 以深度学习技术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不断取得突破 遥 2014 年 袁 生成对抗网络
渊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袁GAN冤 首次被提出袁
推动了复杂数据分布上的无监督学习发展 [7]曰2017
年袁Transformer架构被发表袁 引入注意力机制处理长
序列数据袁 迅速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主流架
构 [8]曰2022 年 袁 美国 OpenAI 公司公开发布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生成式预训练大语言模型
ChatGPT[9]曰2023年袁OpenAI又发布了 GPT-4袁生成式
人工智能逐渐走向成熟遥
紧跟国际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前沿袁国内多家企

业和机构加快研发袁相继推出大语言模型尧产品和相
关底层基础设施及服务袁掀起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的新浪潮遥为了规范和引导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袁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
于 2023年 7月联合发布 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曳[10]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袁明确提出野鼓励生成
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冶野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尧
框架尧 芯片及配套软件平台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
新冶遥 近年来袁国产化大语言模型技术攻关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袁 首批国产大语言模型服务平台已向全民
开放使用遥

渊二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涵及技术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

种根据自然语言对话提示词渊Prompt冤自动生成响应
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11]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野具有文本尧图片尧音频尧视
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冶[10]遥 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领域袁 具有普
遍适用性曰能够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学习持续优化袁具
有进步性曰能够促进相关应用技术的创新袁具有创新
孕育性[12]遥 可见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根据提示词自动
生成响应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统称袁 包括具有内
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和相关技术袁具有普遍适用性尧进
步性和创新性等特征袁可用于生成文本尧图片尧音频尧
视频等遥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中袁技术框架内各要素协

同发展和融合创新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链健
康发展的关键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框架由基础层尧
模型层尧能力层和应用层组成[13-14]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框架

在上述技术框架中袁基础层包含硬件设施尧模型
生产工具和数据资源等核心要素袁 提供存储资源尧运
算资源尧合规数据和模型训练平台等袁为模型训练与
能力提升提供基础支持遥 模型层由文本大模型尧视觉
大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等构成袁 用于实现语言理解尧
信息抽取尧图像检测和因果推断等任务处理袁支撑上
层内容生成能力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野大脑冶遥 能力
层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定任务能力的实现袁为应用层
提供音频生成尧代码生成尧跨模态生成尧场景生成尧文
本生成尧图像生成和视频生成等能力遥 应用层向用户
提供面向具体任务需求的知识问答尧摘要生成尧文稿
撰写和情感分析等功能或服务遥

渊三冤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
要特征

作为文本大模型的基础模型袁语言模型是生成式
人工智能语言能力的引擎袁具有理解和生成人类自然
语言的能力袁能预测词序列的可能性或根据给定输入
生成新文本[15]遥 通常袁把参数规模达到百亿或以上尧采
用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模型称为大语言模型
渊Large Language Model袁LLM冤[16]遥ChatGPT类大语言模
型向用户提供自然语言会话交互接口袁以提示词作为
输入袁使用统计模型预测和输出响应结果遥 以大语言
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型规模尧 技术能
力尧训练方式和应用领域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遥

1. 模型规模巨大遥 大语言模型的参数数量尧训练
数据集大小等分别达到或超过百亿尧TB量级规模袁呈
现出规模巨大的特点遥语言模型的性能依赖于模型的
规模袁包括参数数量尧数据集大小和计算量[17]遥 大语言
模型通过对海量的尧大规模的语料库学习袁使用巨量
参数抽取和表示人类语言规则及其逻辑关系袁并进一
步根据提取到的语言特征生成符合人类语言习惯的

新文本遥 OpenAI公司的 GPT-3模型训练数据量和模
型参数量分别达到了 5000亿标记 渊Tokens冤 和 1750
亿袁华为公司的 PanGu-撞模型参数量更是达到 1.085
万亿[1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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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能力强大遥大语言模型具有强大的情景学
习尧思维链推理和多轮对话等能力[19]遥 用户发起新的
对话时袁 大语言模型会将之前的对话历史作为上文袁
再生成一个下文作为新对话的响应袁表现出多轮次对
话和上下文感知能力遥大语言模型能把一个复杂问题
分解为多步推理的简单问题进行解决袁也能通过自然
指令的学习泛化自身能力[20]遥

3. 训练方式灵活遥 ChatGPT类大语言模型灵活地
采用了预训练加微调的训练方式[21]遥 为了解决数据驱
动的深度学习模型缺少大规模的标注数据尧人工标注
代价大和内容生成效果不佳等问题袁大语言模型先使
用大语料库对模型进行预训练袁获得面向通用目的的
任务处理基础能力后袁再通过来自人工反馈的强化学
习 渊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袁
RLHF冤方法对特定任务进行模型参数微调袁达到提升
内容生成质量的目的遥

4. 应用领域广泛遥在混合来源语料库上进行预训
练的大语言模型捕捉了丰富的多领域知识袁可广泛应
用于健康尧医疗保健尧教育尧法律尧金融和科学研究等
领域任务的处理[16]遥 ChatGPT能够处理和生成超过 25
种编程语言和超过 100种自然语言文本袁提供语言生
成尧语言翻译尧文本摘要生成尧代码生成尧情报分析等
多项服务遥 由大语言模型驱动的微软 Office 365
Copilot可以帮助用户完成整理会议摘要尧处理邮件等
多种任务[12]遥

三尧国产大语言模型的核心能力
及其典型教育应用场景

在人工智能领域袁大语言模型作为一种典型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袁已经在智能制造尧生物医药尧科技
金融尧设计创意尧自动驾驶尧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进行了
创新应用遥星火大模型等国产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引起
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袁为我国教育教
学应用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遥通过探讨国产大语言模
型的核心能力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袁可以
进一步挖掘其在教育领域的潜力袁为提高教育质量和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新的思路遥

渊一冤核心技术能力
星火大模型拥有跨领域的知识和语言理解能力袁

能够基于自然对话方式理解与执行任务袁 在文本生
成尧语言理解尧知识问答尧逻辑推理尧数学尧代码以及多
模交互等核心能力上袁 凸显了国产大语言模型的实
力遥

1. 多风格尧多任务尧长文本生成能力遥该能力具有

高度灵活性尧实时性尧个性化尧多语言支持等特点袁能
够根据上下文情境和任务需求生成不同风格尧结构和
主题的文本内容袁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需求和生
成长文本袁 也可以根据用户特征生成个性化文本袁并
持续优化文本生成质量等遥

2. 多层次跨语种语言理解能力遥该能力具有高度
准确性尧多层次理解尧多任务处理和多语种等特征遥能
够理解不同词语尧短语和句子的含义袁以及它们之间
的语法关系曰可以根据给定的上下文信息袁识别不同
词语的词性和用法袁理解并解析复杂语言表达曰能够
捕捉对话或文章逻辑等遥

3. 泛领域开放式知识问答能力遥通过学习训练数
据中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语言模式袁星火大模型可以根
据问题上下文和语义信息袁 分析出问题结构和意图袁
可以回答生活常识尧科学知识尧工作技巧尧医学知识等
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遥

4. 情境式思维链逻辑推理能力遥星火大模型能够
通过推断尧归纳和演绎等方式袁根据给定信息得出一
般性的规律或概念曰能够通过分析问题的前提条件和
假设来推理出答案或解决方案袁并给出新的想法和见
解曰可以使用已有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推断尧预测和验
证科学研究中的基本任务等遥

5. 多题型可解析数学能力遥星火大模型可以理解
数学概念尧公式和定理袁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和推
导袁包括院根据数学表达式计算结果袁理解和执行基本
的数学运算曰 根据数学公式和算法进行计算和推理袁
处理相对复杂的数学问题曰分析数学问题的结构和关
系袁实现推理和证明遥

6. 多功能尧多语言代码能力遥 星火大模型能够理
解尧解析和生成给定任务描述或要求的尧符合语法规
则和语义逻辑的计算机程序代码袁如智能生成单行或
函数级代码建议袁根据注释尧函数名自动生成代码曰审
查拼写尧语法尧逻辑错误袁比较与修改新老代码曰智能
生成目标代码的单元测试用例等遥

7. 多模态输入和表达能力遥用户与星火大模型交
互能实现虚拟人合成尧图文理解尧文图生成尧多模态交
互等多模态的输入输出遥 当用户输入一个图像时袁星
火大模型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识别出图片的物体尧
场景等信息袁 围绕图片素材对用户问题进行响应曰或
者根据用户的描述袁生成符合期望的音频或视频等遥

渊二冤教育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
星火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尧语言理解尧知识问答尧逻

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在教育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潜

力和价值遥本研究以基于星火大模型形成的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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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为例袁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师生教学减
负和提质增效遥

1. 教学助手院提高效率尧增强效益
渊1冤 智能化教学设计遥 借助星火大模型的深层次

语言理解尧文本生成能力袁教学助手可帮助教师进行
智能化教学设计遥 教师将需要进行设计的课时尧班级
等信息发送给教学助手袁教学助手不仅可以给出单元
主题尧教学目标等教学设计的标准模块袁还能够智能
匹配符合新课标的教学任务尧教学活动袁帮助教师智
能生成教学设计遥 基于星火大模型的图文音尧视频等
多模态资源检索能力袁教学助手可以智能生成互动式
教学课件袁还可以智能生成情境图片尧思维导图袁有效
提升教师备课效率遥 通过星火大模型赋能作业设计尧
教学反思尧课题灵感尧学生评语尧班会设计尧家访沟通
等多场景应用袁进一步减轻教师压力袁解放教师生产
力袁提高教师工作效率遥

渊2冤 仿真式对话科普遥 一方面袁利用数字仿真技
术生成类似于真人的虚拟形象袁并借助大模型的语言
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袁通过野角色扮演+场景构建冶的
方式与学生互动袁 引导学生提问并回答学生的问题袁
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袁 提升学生探索创新能力遥
另一方面袁在对话过程中快速识别学生提问中的关键
词袁并基于大模型的逻辑推理能力袁结合过往问答记
录尧班级学情等准确理解问题袁调用海量科普知识库袁
给出适切尧丰富的回答遥

2. 学习助手院减轻学习负担尧提高学习效果
渊1冤类人化作文批改遥 得益于大模型带来的深层

次语言理解和对话生成能力的提升袁在作文批改方面
的批改维度和智能化程度有所提升遥在字尧词尧句使用
正确性等基础批改之上袁 可以对作文进行高级批改袁
包括篇章结构尧写作要素分析等遥在批改完成之后袁还
可以针对性地给出一些优美句式尧行文脉络等相关润
色建议袁并根据作文题目生成多篇范文袁作为教师作
文教学和学生学习参考的素材遥

渊2冤实时化口语陪练遥 依托星火大模型强大的语
言理解能力尧文本生成能力以及语音交互能力袁学习
机在口语陪练方面取得新的突破遥实现多场景的自由
开放式对话袁帮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锻炼口语袁提升
学生用口语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遥在对话的过程
中袁助手可以实时针对学生发音尧语法中的错误给予
指正袁并在对话结束后给出整体的评价和优化建议遥

渊3冤启发式答疑辅导遥 得益于大模型的逻辑思维
和语言理解能力的提升袁 学习机在答疑辅导方面取
得突破遥 学习助手目前可以实现类人野对话式冶的互

动答疑袁通过由浅入深尧层层递进的启发式教学袁提
高学生的思考和探究能力袁 并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遥

3.心理辅导助手院增强交互体验尧疏导心理压力
借助大模型在智能生成和语言理解方面的能力袁

心理辅导助手可以通过类人式的自由对话对学生开

展心理辅导袁在增强交互体验的同时帮助学生及时疏
导心理压力袁并对心理风险进行预警曰可以根据学生
提出的问题和回答袁判断学生当前的心理状态袁调用
知识库中的海量心理知识袁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心理
辅导曰可以通过智能生成表情包袁自适应推荐电影尧诗
词尧历史典故等多模态资源的方式袁激发学生兴趣袁帮
助学生快速调节心情曰 可以跟踪记录学生的心理状
态袁 并对其存在的心理风险向教师和家长进行预警袁
提醒教师和家长及时干预袁避免学生的心理状态进一
步恶化遥

4.编程助手院助力高效编程教学尧减轻师生负担
借助大模型在语言理解和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袁

可为师生提供编程助手遥 对学生来说袁编程助手可以
对已有代码进行实时注释袁帮助学生快速尧准确理解
代码曰 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字要求生成对应代码袁并
解释代码的原理袁帮助学生掌握代码生成的逻辑和方
法遥 同时袁学生还可以选择助手的内置题库进行个人
练习袁编程助手会针对学生的代码进行便捷准确的检
错尧查错尧纠错袁帮助学生完成个人编程能力水平检
测遥 对教师来说袁编程助手可以帮助教师自动化批改
学生提交的程序袁 逐行给出详细批注与优化建议袁评
估代码程序在语法性尧逻辑性尧稳定性以及规范性四
类维度上的综合表现袁最终生成综合性评语与评级遥

四尧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重塑未来教育形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逻辑尧技术成果尧技术意
义等多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和技术变革[22]袁
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机遇和新驱力遥生成式人
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深度融合袁将重塑人类教育与学
习形态袁具体表现在教育主体关系尧教育环境尧教育资
源尧教学方式尧教育评价和伦理治理等方面遥

渊一冤推动人机协同走向人机共生袁促进教育主体
关系转变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人类与机器合作协同袁走向
人机共生遥 人机共生是人机协同的更高级阶段袁意味
着人类与机器之间野取长补短冶袁机器对于人类智能不
是简单的辅助尧增强袁而是充分发挥融合潜能袁实现更
深入尧更高层次的交互尧协作与共融[23]袁将人类智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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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智能有效协调尧有机融合为智能整体袁形成 1+1跃
2的效果遥 一方面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促使人类与机器
的关系性质发生改变袁两者共同生长并在交叉迭代升
级过程中相互启发和赋能袁 共同创造生成新的教育内
容增长点遥另一方面袁人类与机器的不断发展深化和高
层次互动也将持续生成新的数据语料袁 以人脑启发类
脑袁赋能人工智能算法袁深入解析人机关系交互的教育
计算和神经认知机理袁从而引起群体智能的涌现[24]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教育主体关系从 野师要生冶
向野师要生要机冶转变遥随着机器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袁传统野师要生冶之间的二元主体关系逐渐被打破袁
构筑起基于野师要生要机冶的三元主体结构 [25]遥 一方
面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师生主体具有赋能作用袁如可
以扮演虚拟专家尧智能助教尧数据分析助手等角色助力
教师专业发展袁也可以扮演智能导师尧口语学伴尧辩论
对手等角色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袁实现野师师有助教袁
生生有学伴冶遥 另一方面袁师生主体要积极拥抱野机器冶
主体袁首先袁应野学人工智能冶袁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基本原理和应用场景袁提升技术应用能力曰其次袁要野用
人工智能冶袁 师生掌握合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方
法袁实现技术的科学赋能曰最后袁要野与人工智能一起
学冶袁在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袁引
导技术适应性发展袁实现双向互构尧深度融合[26]遥

渊二冤加快研发教育专有大模型袁智能升级信息化
教育环境

教育专有大模型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遥虽然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对于教
育领域的变革与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袁但大语言模型
在教育场景融合应用要求更高的知识准确度尧更可控
的意识形态与安全性和更适切的面向学科学段的使

用方式与内容生成遥而将未经专业教育数据集特定训
练的现有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教育领域袁 存在算法尧数
据上的偏误问题袁可能会影响教师和学生的学术判断
和决策[27]袁产生的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缺乏明确的联系
或结构的问题袁也可能会导致对话内容歧视尧特定人
群歧视等问题[28]遥 因此袁建设和应用高质量尧面向教育
领域的数据训练教育专有大模型袁 减少内容创作偏
见袁提高教育知识生成的准确度尧学科学段的适切度
和意识形态的可控性与安全性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由之路遥

教育专有大模型加快推动信息化教学环境智能

升级遥 在通用模型基础上构建教育专有大模型袁赋能
教学平台尧工具应用和产品智能化升级袁为教育数字
化实践落地与成效发挥提供可靠的环境支撑遥如基于

教育专有大模型的多轮对话和场景生成能力升级语

言学习工具袁 可实现口语智能评测和语法精准纠错袁
打造数字虚拟人自由对话情境袁大幅提升语言学习工
具的有效性尧易用性曰基于专有大模型多模态能力升
级教学工具袁可打造语音交互数据分析助手袁实现通
过语音指令输入数据分析的需求袁智能生成课堂教学
质量报告尧学生学情报告等内容袁提高教学工具和产
品的智能性等袁为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提供智能化技
术环境保障遥

渊三冤赋能生成式教学资源供给袁创新优质资源个
性化配置

教学资源生产方式从人工创造转向智能生成[26]遥
数字资源是教育数字化的重要要素袁当前我国数字化
教学资源开发整体呈现出多方开发主体协同尧多类用
户参与尧多种共享模式共存的资源开发特色袁但也存
在优质资源体量还不够大尧 资源类型还不够丰富尧资
源开发效率有待提高尧资源质量难以完全得到保证等
瓶颈[29]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对于内容生成的
快速性尧同步性尧多端性智能生成能力袁有望通过人机
协同参与资源开发以解决当前瓶颈问题袁推进教育资
源开发的批量化尧海量化尧高效化袁将人力投入转向科
学把控与创意生成中遥

智能时代袁教学资源获取方式从野人找资源冶转向
野资源找人冶[30]遥当前袁网络上的数字教学资源存在质量
参差不齐尧资源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明确尧资源供给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袁给教学资源的检索尧筛选和利用带来了
极大挑战袁也给师生造成了严重的认知负荷[31]遥在教育
数字化实践中袁如何从注重教学资源的生成转向面向
师生需求和资源定制化服务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遥生
成式人工智能不同于搜索引擎所提供的资源检索袁而
是通过对数字教学资源的智能化聚合和重组袁生成有
较好结构框架和语义逻辑的文本结果并进行精准化

推送袁 教学资源获取方式从被动分发到主动推荐袁实
现需求驱动尧个性化资源服务遥

渊四冤重塑智能化教与学方式袁增强师生有效教学
新动能

激发教学创新潜能袁助力教师教学减负和提质增
效遥当前袁教师在工作实践中存在繁重的备尧授课及相
关工作压力和数字化转型下掌握新技术尧新设备所面
临的技术门槛双重压力袁 亟需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高质量的内容生成能力贴合了教师

日常工作需求袁在教学设计尧课堂教学尧课后辅导尧作
业设计与批改等教学环节均能提供支持袁如一键生成
教案和课件尧拓展课堂知识内容尧启发学生自主探索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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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炼学生作文要点进行批改等袁减轻了教师日常
工作负担[32]遥 同时袁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人机交互
的难度袁使用网络平台即可开展对话交互袁解决了教
师技术压力的问题遥
创新对话式学习方式袁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和高

阶思维培养遥 叶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曳
明确提出要推进野数字化赋能教学质量提升冶行动袁强
调构建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学习模式袁学习模式逐渐
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袁 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究袁从
供给侧走向适需[33]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其对话
式交互特性袁从与学生的多轮对话中挖掘学习情境和
任务要求袁形成文本尧图像尧视频尧音频等多形态的学
习材料袁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遥同时袁还可以基于学生
的学习水平尧学习风格尧知识背景等特征袁向学生推荐
适合的学习路径和学习任务袁 生成定制化的学习支
架袁提高学生的协作尧创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34]袁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和潜能袁实现更高水平的个性化学习遥

渊五冤强化素养导向评价理念袁深化多元协作评价
方式

在评价理念上袁进一步强化从知识本位向野知识+
素养冶本位的转变遥 教育评价对于教育发展具有重要
的导向作用袁面向数字社会人才培养需求袁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能独立思考并有正确价值观和判断力的人袁
发展核心素养袁而不是获取和记忆特定的知识[33]袁因
此要树立野知识+素养冶的评价理念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
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加速了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授的

过程袁传统知识评价难以应对信息过载下的现实需求袁
在评价实践中要关注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和高阶思维

能力发展袁构建更加全面的综合素养评价体系[31]遥 同
时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回答的陈述性知识本身并不
应该是评价重点袁真正有效的学习与考核内容应该具
备高阶性与开放性袁应与真实的问题情境相关袁并注
重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35]遥
在评价内容和方式上袁野人际+人机冶 协作的方式

助力综合性评价遥 针对传统评价多采用结果性评价尧
依赖评价者个人经验尧评价反馈不及时且方式单一等
问题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评价改进提供了新的赋能手
段袁强调人际合作尧人机协同的综合评价遥在评价内容
方面袁 固定式的知识问答转变为开放式的问题解决袁
学生将通过野人际+人机冶的多方互动沟通协作形成综
合解决方案袁从而使传统以试卷为主的结果评价变成
情境化尧问题式的综合型评价遥在评价方式方面袁生成
式人工智能发挥其动态性尧 多模态和伴随式等特征袁
在师生尧 生生等人际评价上增加了机器评价的辅助袁

可以在持续的人机交互对话中进行数据采集尧自动化
内容批改和评价袁综合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表现遥

渊六冤统筹智能教育应用创新袁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发展

为了更好地鼓励和促进技术革新与有效应用袁需
建立包容创新尧安全可控尧审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
境遥在国际社会袁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23年 7月率先
发布了叶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暂行
指南曳叶在大学和技术学院的教育方面处理生成式人
工智能曳等相关政策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
的角色定位及应用方式作出了说明遥我国也积极推进
教育大模型相关政策标准的制定袁如 2023年 4月袁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启动教育大模型标准编制袁为
教育大模型应用落地提供参考与指导曰2023年 7月袁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等发布相关研究成果袁提
出构建教育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标准体系遥

伦理先行的治理框架初步构建袁推动生成式人工
智能向善发展遥 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袁国内外积
极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程袁制定了一系列伦理及道德
规范 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23 年先后发布

尧
袁提出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能带来数字鸿沟加剧尧 知识产权受侵犯尧隐
私数据泄露和生成内容偏误等风险袁建议在教育中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要规划适当的法规尧政策和人力发
展计划遥 2023年 7月袁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
布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袁提出提供和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具体管理要求遥 因此袁在
教育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和伦

理规范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袁加强伦理治理和技术监
管袁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向上尧向善发展袁以确保
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一种真正造福教育工作者和学

习者的工具遥

五尧结 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教育数字化转型

发展带来了新驱力遥本文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
展现状及内涵特征袁以星火大模型为典型案例阐述了
国内中文语言大模型的技术能力和多种技术应用场

景袁 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教育主体尧 环境尧资
源尧教学尧评价及伦理治理等方面变革的趋势遥随着生
成式人工智能国产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袁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不断深入袁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遥 例如教育场
景的育人目标在知识准确度尧意识形态可控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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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要求袁 对于教育专有大模型的建设需求更为紧
迫曰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性内容生成尧对话情
境理解尧逻辑语言处理等核心能力袁如何引入问题式尧
对话式教学更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曰基于大模型如何开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尧野人际+人

机冶协作的综合评价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用带来的伦
理风险袁如何有效防范尧确保科技向善发展等遥 这些新
场景尧新问题需要技术专家尧教育专家和广大一线教育
工作者认真关注袁协同研究和创新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技术最新发展优势袁共创未来教育新形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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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shaping of Future Education: Technical
Framework, Cap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Trends

LIU Bangqi1袁2, NIE Xiaolin3, WANG Shijin3, YUAN Tingting1, ZHU Hongjun2, ZHAO Ziqi1,
ZHU Guangmao1

(1.iFLYTEK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Hefei Anhui 230088;
2.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3.iFLYTEK CO., Ltd. , Hefei Anhui 23008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e-train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ing hardwar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made remarkable breakthroughs. The
excellent capabilities it exhibits, such as intelligent emergence, strong cognition, and high versatility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hange and reshaping of the future form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s, technical framework, and main
features. Taking the iFlytek S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capabilities of generative AI
represented by domestic big language model and its typical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finds
that the big language model's abilities in text generati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quiz, logical
reasoning, etc. have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and val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deep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al subjects,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the innovativ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reshaping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methods, the change of evaluation concepts and
methods, and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ll of which will help to reshape the form of
huma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Keywords] Generative AI; Form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FLYTEK Spark;
Application Scenarios;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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