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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研究

单俊豪袁 刘永贵

渊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袁 江苏 南京 210023冤

[摘 要] 学习设计是促进学生多元学习体验袁提升学习绩效的基础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改变了传统知识观

与学习观袁也为创新学习设计模式提供了契机遥 研究首先从学习目标关注素养跃迁尧学习场景强调实境探究尧学习体验

注重学习支持和学习评价侧重证据启发四个方面论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理念嬗变曰其次袁探讨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基本内涵袁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响应打造野以人为本冶的适性学习理念尧设计指向野教要

学要评冶一体化的学习流程以及构建野师要机要生冶互融共生的学习新样态三项核心目标曰再次袁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学习设计的角色分为野经验型学习设计师冶野智慧助学同伴冶野智能点评专家冶三类袁并基于 4C/ID模型提炼生成式人工智

能赋能学习设计的操作性步骤曰最后袁从教师数字素养尧学生学习态度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专业性三个方面探

讨技术赋能学习设计的阻碍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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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加速了野以人为本冶育人
理念的逐步落地袁也带来了学习设计的范式变革遥 学
习设计与教学设计相比袁更关注人的主体性袁强调在
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经验世界及其学习主体性袁强
调学习者对知识意义的建构[1]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
野响应敏捷尧高效问答尧多模态数据分析冶的独特优势袁
在数学尧物理尧语言等学科袁在支持自主学习[2]袁促进人
机协同学习[3]尧探究性学习[4]等学习模式上表现出色遥
对于教师而言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有效支持教师开
展教学准备袁包括学习资源供给尧快速教案生成尧提供
教学设计建议尧教学支架创设尧学生表现性评价设计
与实施等工作[5]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袁教师应积极应对育人观念
的快速转变袁以学生高阶素养养成为目标袁建构新一

代学习设计范式袁实现野师要机要生冶三元协同的智慧
学习新样态袁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遥 本研究以生
成式人工智能为载体袁从学理视角出发优化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模式要素遥

二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理念嬗变

学习设计经历了野传统教学设计要技术增强的信
息化学习设计要智能时代的学习设计冶三个阶段[6]袁其
中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强调以促进学生高
阶素养为目标[7]袁以证据启发的教学决策为驱动袁运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多元学习场景创设袁促
进学习者知识建构和高阶素养的迭代升维遥 结合
Emin [8]尧景玉慧[9]等学者关于学习设计的核心要素界

定袁本节从学习目标尧学习场景尧学习体验和学习评
价四个要素出发袁 论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
计的理念嬗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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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学习目标院从野知识建构冶到野素养跃迁冶
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认为袁知识与思维需要不断

螺旋发展袁以支持素养达成[10]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
的智慧知识生产模式促使知识观的革新袁进一步推动
教育目标的转型升级[11]遥 新建构主义所秉持的知识观
认为袁 知识从范围上可分为个体知识和社会性知识袁
从结构与价值稳定性上可分为硬知识和软知识[12]遥 生
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袁能够在保证硬
知识快速传递给学习者的基础上袁实现软知识的高效
供给袁丰富个人知识图谱袁促进社会知识森林向个体
知识树的逐步 野嫁接冶遥 在知识建构得以实现的前提
下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视域下的学习目标则升华为
学生解决复杂问题和适应未知情境的高阶能力[13]遥 随
着微认证尧多模态学习分析等学习评估形式和技术的
出现袁面向学生的高阶学习目标发展也呈现出定位精
准尧目标微型尧评估精细的特征遥

渊二冤学习场景院从野离境学习冶到野实境探究冶
传统教学往往采用野离境学习冶的方式袁即知识与

真实应用情景的脱节性较大袁学生知识迁移困难遥 对
高效学习与迁移的诉求催生了学习场景这一概念遥学
习场景指以全人发展为核心袁 以智能设备为载体袁以
学习事件为表现形式的教学行为序列总和[14]遥 学习场
景强调将学生在真实现场或亲身经历的景况作为学

习背景[15]袁促进素养提升遥 各领域垂直大模型为学生
场景化学习提供了资源性尧活动性和评价性支持遥 在
真实学习场景中袁 通过多元人机互动与实境探究事
件袁促进学习者知识内化与思维进阶遥

渊三冤学习体验院从野教学活动冶到野学习支持冶
学习体验是学生在接受教学与学习互动后袁以学

习目标达成为基准袁对教与学效果的主观性反馈遥 为
增强学生学习体验袁传统研究多关注分散课堂学习活
动叠加及增强教育技术整合来提升学生学习体验袁忽
略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连贯性支持[16]遥 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从新知创生和学习分析两条逻辑线索上协同

赋能学习体验的转型升级遥 从表征形式看袁生成式人
工智能多以学习支架的形式赋能学习活动设计遥常见
学习支架可分为情境型支架尧策略型支架尧资源型支
架尧交流型支架和评价型支架五类[17]遥 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也分别从情境知识创生尧问学策略设计尧跨学
科新知解读尧智能辅学支持和多模态学习数据分析五
个方面赋能这五种学习支架的数字化升级遥

渊四冤学习评价院从野盖棺定论冶到野证据启发冶
数据密集型教育评价范式强调野评价即发展冶[18]遥

基于证据启发的学习评价能够促进学习者学习精进袁

也能够促进教师常态化教学反思与改进[19]遥 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根据人类提供的标准对多模态学习表现数

据进行匹配和判别[20]遥 生成式智能技术在精准分析定
量数据及数据价值萃取方面表现出色袁其面向多模态
质性学习数据的智能理解与意义萃取性能也保证了

定性数据分析结果的高质量输出袁使得智能化表现性
评价成为现实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以素养提升为目标导向的

学习设计通过灵活尧深度的学习体验设计尧面向实景
探究的学习场景构建以及以证据启发为基础尧科学决
策为目标的学习评价设计践行人机协同的科学育人

理念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范式变革

三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
内涵与方略

渊一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内涵
教师是学习设计的主要负责人袁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智慧体袁 可以为教师提供学习设计思路尧创
生学习设计资源[13]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学习技
术袁 可以作为学习支架有效嵌入课堂活动设计中袁助
力教师实现教学目标遥 学生是学习设计的核心受益
人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适切引入有助于支持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知识建构和素养跃迁遥总的来说袁生成式人工
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基本内涵有两个院第一袁作为综合
智慧体为教师学习设计提供框架性与内容性启发曰第
二袁作为多元创新学习支架丰富教师学习设计要素遥

渊二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核心目标
从人机协同教学的视角看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

合能够促进技术与教学的无缝融合袁 在保证人的主体
地位基础上袁实现师尧生尧机各自智慧优势的发挥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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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能力养成[21]遥 从育人本质尧学习流程和学习样态来
看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包含三个目标院

1. 打造以人为本的适性学习理念
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学生适性发展遥适性指沿着

学生最适合的学习路径发展能力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需要是以为人本教育的基础诉求袁通过适切教与学
手段助力素养提升是学生适性发展的核心任务袁实现
高位教育公平是以人为本教育的终极目标遥以人为本
主要关注五个方面的人本关怀院学习基础尧学习风格尧
学习兴趣尧学习目标和学习环境渊如图 2所示冤遥 生成
式人工智能赋能适性学习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海量数

据的处理与生成袁面向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提供精准
知识讲解袁实现个体驱动的学习进阶曰其次袁生成式人
工智能需要通过互动性学习袁理解学生学习兴趣和学
习风格袁从而开展个性化学习分析与路径规划曰最后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角色需要被充分挖掘以满

足不同学习环境中学习者的个性需求袁加速高位公平
目标实现遥

图 2 以人为本适性学习理念概念图

2. 支持野教要学要评冶一体化的学习流程设计
野教要学要评冶一体化强调学习目标尧教学与学习

活动和学习评价的一致性袁其本质是通过评价来实现
教与学的统整[22]遥 杨九民指出袁教育评价具有诊断尧定
向尧教育尧反馈和鉴定功能[23]遥 为实现教学目标袁评价
在不同教学环节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遥 本研究认为袁
在学习过程中袁评价的作用主要围绕促进学生阶段性
反思与敏捷化改进袁因此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的教
育评价在学习过程中应呈现常态化学习反馈尧 学习
进阶指引尧错误问题订正等教育性和反馈性功能遥 同
时袁学习是一个进阶性和终身性的过程袁因此袁在阶
段性学习结束后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扮演阶段性学
习成果的认证师和下一阶段学习路径的规划师遥 基
于多元数据启发的发展性评价可以为教师提供源源

不断的学习数据反馈袁从而支持教师改进教学袁促进
个性化学习曰数据启发同样作用于学生自身袁支持学
生常态化反思袁形成以证据启发为特征的野教要学要
评冶一体化学习流程遥

3. 构建野师要机要生冶互融共生的学习新样态
野师要机要生冶互融共生是人机协同教学的创新

样态遥 本研究认为袁野师要机要生冶互融共生核心关注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在教学中用得好尧 用得巧的问
题遥 野用得好冶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解放教师重复
性尧低阶性教学负担袁将教学精力放在素养提升等高
阶教学任务上袁学生也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
学习效率遥 野用得巧冶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适切的教
学环节提供精准学习支持服务袁在不产生学生技术依
赖的前提下实现教学目标的超越性达成遥

本研究认为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野师要机要生冶
互融共生的路径主要包括目标赋能尧体验赋能尧场景
赋能和评价赋能四类渊如图 3所示冤遥 目标赋能方面袁
教师对学习目标进行分解和明确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则
以学习目标为驱动袁智能规划与生成学习路径曰体验
赋能方面袁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元学习支架
功能袁围绕学习主题设计多元化学习活动袁并为学生
知识建构和素养跃迁提供多元化学习支持袁学生在教
师创设的学习架构中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频繁互动袁从
中汲取知识尧在人机协作中获得思维进阶曰场景赋能
方面袁教师围绕学习主题袁通过先行组织者尧开放议题
研讨等方式创设学习场景袁学生与场景中的野数字人冶
开展人机互动袁促进知识与技能内化曰评价赋能强调
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多模态数据的高意识理解与

分析能力袁实现师生协同的迭代化反思与改进遥

图 3 野师要机要生冶互融共生的教学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是单向的智慧
输出袁而是要基于野师要机冶和野生要机冶互动袁逐步理
解和学习师生惯用问题袁在交流中汲取新需求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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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反馈的新问题袁从而从技术上实现模型内部的微
调尧训练与优化袁实现野人在回路冶遥

渊三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习设计中的角色定位
现有文献从教学环节入手袁 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野教要学要评要管冶四个维度的角色定位[24]遥前文提
到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支持学习设计的框架性和内容
性设计时袁 具备综合智慧体和多元学习支架双重价值
内涵遥 具体而言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其智慧生成优
势袁在学习设计中扮演了野经验型教学设计师冶的角色曰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通过创设多元学习支架袁打造出野智
慧助学同伴冶和野智能点评专家冶两类衍生角色遥 这三种
角色中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途也不尽相同袁见表 1遥

表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角色与用途

1. 支持教师高效备课的野经验型学习设计师冶
新手教师在开展学习设计时袁 对学习设计的流

程尧要素以及设计细节把握不到位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
能够帮助教师围绕一节具体的教学阶段构思学习设

计初稿遥在学习设计中袁有效规划教学活动尧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支架是学习设计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给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
学习设计辅助资料袁 帮助教师更系统开展学习设计曰
ChatGPT尧Sider尧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平台也提供了
方案总结尧建议提出尧辅助方案修订等功能袁能够帮助
教师有效优化学习设计方案[25]曰具有良好教育领域数
据训练的大模型也能够支持智能学习评价的设计袁如
提供智能作业设计尧智能作业批改等功能[26]遥

2. 面向学生深度学习体验达成的野智慧助学同伴冶
师生互动是促进学生素养跃迁的关键性学习活

动遥 受制于同伴知识储备与思维发展同质化袁以及教
师发散性指导力不足等问题袁师生互动很难达到预期
效果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充当智慧学伴袁以弥补师
智不足尧生智受限的问题袁实现有问必答尧有需必应遥
现有研究表明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良好的人机
互动工具嵌入学习活动中袁 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动机袁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27]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学习
同伴袁形成野机要生冶野生要机要生冶两种人机协同协作

模式[28-29]曰有效的人机互动设计也有助于学生高阶思
维的养成袁如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30]遥

3.促进师生生成性教与学反思的野智能点评专家冶
基于证据启发的教与学反思是促进学习进阶的

重要学习要素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大技术优势是能
够快速理解多模态数据袁 并对其进行分析尧 总结尧点
评尧提建议尧批改尧反馈等操作遥 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以帮助学生逐步优化作品草稿袁实现面向文档作品的
梯度式优化[31]曰又如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对学生学
习作品进行智能纠错 [32]袁在这个过程中袁学生不再惧
怕犯错袁 而是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断对话袁开
展有效试错袁促进深度学习和思维进阶遥 教师也可以
基于数据反馈结果袁实现精准学情诊断以及数据驱动
的教学决策遥

渊四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原则
教师在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学习设计前袁应

明确通用性学习设计原则袁本研究提出三个设计原则院
1. 学习目标高阶化尧进阶化原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处理与传授良构尧低阶知识表

现良好[33]袁因此袁在开展学习设计时袁教师应重点关照
学生高阶学习目标的培养袁如创造性思维尧协作问题
解决能力等遥 同时袁要充分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操作难度及其与学生认知规律的关系袁系统思考生
成式人工智能与学段尧 学习目标的相辅相成关系袁提
供和对应学段尧学习目标最适切的技术工具整合路径
与方法遥

2. 技术应用伦理合规原则
UNESCO于 2023年 9月发布了 叶生成式人工智

能教育和研究应用全球指南曳渊以下简称 叶指南曳冤袁
叶指南曳指出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缺乏对世界的理
解袁会减少意见的多样性袁破坏多元观点和创新思想
的发展[34]遥 可见袁任何教育技术都具有两面性袁科学尧
辩证对待教育技术袁促进技术的伦理合规化使用是教
育技术应用的核心遥 本研究认为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学习设计中所扮演的专业教学设计师尧 助学同伴尧学
习路径引领师应注重野人师冶角色的引导与实时调控袁
野人师冶 的作用是监控与审核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
低阶知识的准确性袁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学生
高阶思维形成遥

3. 学习体验野同中求异冶原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在于生成内容的 野定

制化冶尧技术整合的野集成化冶和呈现形式的野亲和力冶遥
为营造适性学习场景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的学习设
计强调学习体验的 野同中求异冶袁 即学习目标设定相

内涵 角色定位 用途

综合

智慧体

经验型学

习设计师

为教师提供教学设计辅助资料尧 快速生
成教学设计雏形袁提供教学设计建议尧教
学评价体系设计

多元学

习支架

智慧助学

同伴

激发学习积极性袁提供学习资料袁解答个性
问题袁促进合作学习袁促进高阶思维提升

智能点评

专家
辅助作品优化袁智能纠错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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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但学习路径与学习步调各异遥 教师在设计学习活
动和学习支架时袁可以为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提供个
性学习支架袁借助不同类别的教育提示语助力设计促
进学生个性反思与深度思考的学习活动遥

渊五冤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步骤要要要
以 4C/ID模型为例

4C/ID模型是一种面向学生复杂技能培养的综合
性学习设计模型袁该模型为教师学习设计提供了一套
程序化尧操作化的指导步骤遥 教师需要从学习任务设
计尧支持性信息设计尧程序性信息设计及任务练习设
计四个方面思考技术赋能方式遥 本研究基于上述要
素袁构建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4C/ID综合性学习设
计模型袁并阐述其学习设计步骤渊见表 2冤遥

表 2 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设计步骤

要要要以 4C/ID为例

1. 设计整体性学习任务
学习任务是设计学习活动的前提袁也是贯穿学习

目标尧学习内容尧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的逻辑线索遥对
于教师而言袁应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任务设计方面
的启发性价值袁以教学目标为驱动袁创设适切学习主
题与问题情境以激发学习动机袁建构促进学习深度发

生的梯度化学习任务[35]遥 学生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互动深化任务理解遥 具体而言袁可通过人机交流进行
任务分析尧抓取重难点袁并以此为抓手规划学习路线曰
此阶段的评价为鉴定性评价袁教师可借助生成式人工
智能分析学生面向任务理解的表现性数据袁洞悉学生
任务理解情况遥

2. 设计支持性信息
支持性信息强调将学习者学习任务中的非常规

技能用学习活动或学习支架的方式袁建立先验知识和
预期学习目标之间的关联[36]遥例如袁将 SCAMPER奔驰
法作为学习支架嵌入到创客项目设计培养学生设计

思维[37]遥 教师应充分挖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维启发
方面的价值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综合智慧探索思
维启发性支架的设计方法袁整合技术优势提升思维启
发效率遥 学生则需充分借助支架来提升认知效率尧促
进思维跃迁遥 此阶段的学习评价强调反馈性袁即关注
学生综合性学习过程中思维表现的数据价值袁通过人
机交互反馈实现数据驱动的教与学反思改进遥

3. 设计程序性信息
程序性信息指讲授过程中或指导手册呈现出来的

知识袁这些知识往往是常规性知识袁旨在辅助学生开
展学习活动袁完成问题解决遥 教师需要借助综合智慧
体细化教学流程袁并运用适切教育提示语工程袁通过
规范性文本语言描述促进野生要机冶对话效率袁提升反
馈信息的准确性[38]遥 学生则需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
完成各项学习活动袁通过人机知识生成性互动尧对话
交流性互动与建议反馈性互动提升学习活动的目标

达成率遥此阶段需使用反馈性评价帮助教师掌握学生
的知识习得情况袁做到以评促学遥

4. 设计专项任务练习
专项练习任务主要针对过程性学习成果检验和

总结性学习鉴定而设计的遥 为充分表征学生学习情
况袁教师应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野经验型学
习设计师冶袁设计表现性任务和评价量规袁并借助生成
式人工智能分析学生多元学习表现数据洞悉学习目

标达成度遥学生应借助评价量规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学习分析优势袁通过人机循环联动袁实现意见反馈的
动态生成遥此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学习与理解量规
内涵袁基于学生多元学习表现数据袁智能研判学习成
果与学习目标的对标程度遥

四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计的
阻碍与应对之法

新技术的教学应用要考虑诸多现实问题袁本研究

设计步骤 教学环节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方式

学习任务

设计

教院布置任务
任务设计启发院目标明确尧主题创
设与任务细化

学院理解任务
任务理解支持院分析任务尧理解重
难点尧规划学习路线

评院反馈性评价
任务理解评价院 反馈任务理解情
况尧提示任务理解偏差

支持信息

设计

教院思维性支架
创设

学习与建构支架院 提供支架教学
整合方法尧提升支架效率

学院应用支架
应用支架院支持新知学习尧批判反
思尧思维启发

评院反馈性评价
思维发展评价院 数据驱动的教与
学反思与改进

程序信息

设计

教院教学流程
设计

支持教学活动设计院 框架性流程
生成与活动细节设计

学院应用支架
支持学习活动开展院 多元人机互
动体验提升活动效率

评院反馈性评价
阶段性学习结果点评院 数据驱动
的教与学反思与改进

任务练习

设计

教院练习布置与
评阅

支持表现性评价院 多模态表现数
据的分析与点评

学院完成练习并
反思

支持敏捷化反思院 人机循环联动
实现动态意见反馈

评院诊断性评价
支持学习等级评定院 理解并基于
量规研判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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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该从教师数字素养尧学生学习态度尧生成式人
工智能教育专业属性三个方面考虑遥 本研究也针对
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阻碍提出了应对之法遥

渊一冤教师数字素养问题
教师数字素养指教师使用数字技术获取尧加工尧使

用尧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袁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袁
优化与创新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39]遥 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到来加剧了教师数字素养的差异遥 从教师能力
提升视角破解技术应用的野人师冶素养壁垒尤为重要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袁 应创设场景化研训新范
式袁即在真实教学情境中袁以真实的教育教学问题开
展小规模尧实践化的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训活动遥 对于
培训内容而言袁教师首先应该接受基本的智能问学培
训袁 其次要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典型场
景尧技术应用技巧渊如导学尧测评尧学伴等冤及生成式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示范性案例等内容遥 混合式尧主题
化尧实践导向尧案例驱动将成为核心培训形式遥

渊二冤学生学习态度问题
学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考试作弊尧 作业

抄袭等问题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主要弊

端[40]遥 这些问题反映出学生在面对智能技术时袁所表
现出的学习态度失范及学习韧性不足等学习问题遥
野抄作业冶野走捷径冶 等剑走偏锋的现实问题唤醒学习
设计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尺度的再审视遥学
生如何在保持良性学习态度的同时袁科学利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进行自主化学习袁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遥

对于学习设计者而言袁本研究认为袁可以从三个
方面破解上述问题遥其一是构建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学习规约袁即以学段为单位袁在明确该学段可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种类后袁对学生使用技术
的方式尧时间范围进行明确规定袁并依此建立问责机
制曰其二是建立学习活动的数据留痕机制袁即学生在
撰写开放性或大体量作业时袁需要写清在何处使用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袁 并提供对话记录以方便教师批阅曰
其三是建立技术伦理的定期宣讲袁 借助信息技术课尧
班会等课程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使用伦理与规

范进行宣讲遥
渊三冤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专业性问题
现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袁尤其是不同学

科教育的专业性方面存在问题遥这种问题直接导致面
向不同学科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出答案的准确性尧专
业性及前瞻性都存在较大的不同遥 例如袁现有综述类
研究表明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软件测试尧体育科学与
心理学等领域表现并不令人满意[5]袁可见生成式人工
智能教育专业性问题尤为凸显遥

2023年 12 月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叶教育
专用大模型研究报告曳袁提出教育大模型渊教育专用大
模型冤是指以通用大模型为基础的多层次开放技术架
构袁以多样化的数字教育应用为驱动向师生和社会学
习者提供专业能力[41]遥 该报告指出袁现阶段国内可访
问的通用大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效果整体较好袁但
在专业性尧前瞻性上仍有可为空间遥 顺应生成式人工
智能领域专属化的变革风向袁华东师范大学推出了国
内第一款面向教育领域的大模型野EDUCHAT冶袁标志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迈向了学科专属化时代遥 未来袁深
度推进学科化尧学段化将成为教育领域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发展新风向遥

五尧结 语

本研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习设计领域

的赋能问题袁系统剖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设
计的基本内涵尧核心任务尧设计原则及基本步骤遥学习
设计是开展个性化教学尧促进学生高阶素养提升的奠
基石遥 科学尧适切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融入学习
要素设计袁 是促进学生适性发展的创新学习设计方
式遥 当然袁面向具体学科尧不同学段尧学生差异化的学
习基础尧学习兴趣等多变性因素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学习设计的路径和使用策略均有所差异袁本文不做
深入探讨遥后续研究可以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工
具出发袁以案例梳理尧最佳实践萃取尧系统性文献综述
等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课
堂教学整合的实践性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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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arning Design Empower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AN Junhao袁 LIU Yonggu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Learning design is the basis of promoting students' divers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mproving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nd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innovative
learning design models. This study firstly discussed the concept evolution of generative AI -enabled
learning design from four aspects: learning objectives designed for on literacy transition, learning scenarios
for real-world explor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learning support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for evidence
inspiration. Second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generative AI-enabled learning design,
and put forward three core goals of generative AI: to build a "human-centered" adaptive learning concept,
to design a learning process integrating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and to construct a new learning
pattern of "teacher -machine -student" mutual integration. Thirdly, the roles of generative AI -enabled
learning design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experienced learning designer", "intelligent learning
companion" and "intelligent review expert". And the operational steps of generative AI-enabled learning
design were extracted based on 4C/ID model. Fi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obstacles to technology-
enabled learning desig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the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ism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Design; Learning Experienc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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