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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变革袁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契机遥 基于野赋能要负能要

使能冶的逻辑理路进行审思发现袁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专业理念重构尧专业知识增长尧专业能力进

阶和专业情意滋养的机遇遥 机遇背后暗含野人机共存冶颠覆野以人为师冶育人理念尧野知识生产异化偏移冶挑战知识创生尧

野高阶应用冶挑战野高阶能力冶尧野主体身份遮蔽尧降格冶挑战主体情意等挑战遥 为把握机遇袁化解挑战袁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袁需从理念认同尧知识共创尧能力提升尧情意升华四个方面野使能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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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以 ChatGPT 为 代 表 的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渊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以下简称 GAI冤基于
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

行预训练袁 从而理解人类的输入指令袁 生成文本尧图
像尧视频等智能回答与反馈遥任友群强调袁要探索人工
智能与教师队伍建设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和新路径[1]遥
GAI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变革袁 已在人机交互尧
资源创生等方面展现出强大能力和无穷潜力袁 为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创造新机遇袁提出新挑战遥乡村教师应如
何把握机遇袁化解挑战袁应用 GAI促进专业发展钥 亟待
探赜遥本文拟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涵盖的专业理念尧专
业知识尧专业能力尧专业情意四个方面袁廓清 GAI野赋
能冶的机遇袁正视 GAI野负能冶的挑战袁探赜 GAI野使能冶
的路径袁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和队伍建设提供参考遥

二尧赋能院GAI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创设
应然机遇

技术野赋能冶是指通过技术应用和创新实现主体增
能与结果正向反馈的过程遥 GAI赋能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袁推动乡村教师专业理念重构尧专业知识增长尧专业
能力进阶和专业情意滋养遥

渊一冤专业理念重构
专业理念是指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观

念尧价值理念袁包括教育观尧教学观尧学习观等[2]遥 乡村
教师存在职业认同感低尧忽视学生主体地位等理念认
知偏差[3]遥 对此袁乡村教师可协同 GAI重构专业理念袁
弥合认知偏差遥

1. 教育观院野经师冶和野人师冶相统一的人机协同教
育观

有研究认为袁 未来教师的授业解惑职能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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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所取代袁剩下的只有传道[4]遥 立足乡村实际袁
乡村教育理念滞后于城市袁授业解惑的野经师冶职能仍
是乡村教师的职业立命之本袁一味主张弱化野经师冶主
体性袁将导致乡村教师角色边缘化遥对此袁乡村教师既
要精通专业知识袁做好野经师冶曰又要涵养德行袁兼及传
道袁成为野人师冶袁协同 GAI建构野经师冶和野人师冶相统
一的人机协同教育观遥 一方面袁乡村教师面临劳动强
度加剧等问题 [5]袁GAI依托海量知识存储和即时调用
能够为野经师冶的部分工作提质增效遥 另一方面袁GAI
可量身定制野人师冶育人的野智能巧思冶袁激发乡村教师
育人主体活力袁 深化乡村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尧人
文关怀和生命对话袁实现智能与生命的和合相生遥

2. 教学观院个性生成的人机协同教学观
部分乡村学校存在教学资源短缺问题袁不利于多

样化教学的开展[6]遥与按照预设推送资源不同袁GAI能
够按需为乡村教师创建丰富的教学资源袁 提供个性
化尧多样化的教学指导遥 在 GAI的协同下袁乡村教师
能够习得并实践多种个性化教学方法袁 如情境教学尧
协作教学尧问题驱动教学等袁深挖教学方法所蕴含的
教学多元可能性和学生体验差异性袁个性化尧创造性
地开展人机协同教学遥

3. 学习观院互惠共生的人机协同学习观
乡村教师通过与 GAI的对话交互袁 享受 GAI自

适应尧智能化的学习指导服务遥同时袁乡村教师也会为
GAI 提供过程数据和交互语料以进行分析建模和学
习理解袁 实现 GAI的智能优化遥 随着 GAI的持续优
化袁人机对话学习持续深入袁将持续促进乡村教师的
认知发展袁形成互惠共生回路遥 构建互惠共生的人机
协同学习观袁需要乡村教师打破仅将 GAI作为知识习
得工具的认知局限袁而与 GAI组成学习共同体袁协同
GAI增益学习效能遥

渊二冤专业知识增长
专业知识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遥乡

村教师专业知识存在本体知识陈旧尧知识体系更新较
慢等问题[7]遥 GAI为以上困境的纾解提供了契机袁为乡
村教师专业知识增长尧知识结构优化创造了机遇遥

1. 更新拓展学科本体知识
学科本体知识指教师所任教学科的专业知识遥乡

村教师的本体知识陈旧且乡村学校野包班冶教学普遍
存在袁野包班冶教师需要承担多门学科教学任务袁知识
胜任难度高遥 而 GAI能够给野包班冶教师在内的乡村
教师提供全学科尧全方位的教学支持服务遥 乡村教师
可通过 GAI即时获取任一学科的概念尧案例等学科资
源袁更新拓展学科知识遥

2. 扩充汲取乡土性知识
乡土性知识指乡村居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的

与本地风俗习惯尧 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遥
GAI能够优化乡村教师的知识结构并扩充乡土性知
识遥 乡村教师可协同 GAI将汲取的野乡土性冶野在地化冶
知识要素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袁充实教学内容遥乡土性
知识的扩充尧 汲取袁 既能提升乡村教师的乡土文化素
养袁又能生发乡村教师角色的独特性感知遥

3. 延伸开拓教育学知识
一些乡村教师的教育学知识水平仍停滞在职前

教育阶段袁其对教育社会学尧智能教育技术等学科内
的知识汲取不足袁将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科研中的能
力有待提高[7]遥 GAI既能提供前沿的教育学知识袁回答
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袁又能提供智能技术的应用
案例袁协同乡村教师探讨乡村教育现代化尧智能技术
赋能乡村教育发展等时代课题袁为专业发展贡献野智
能巧思冶遥

渊三冤专业能力进阶
专业能力是教师统筹尧实施尧管理尧评估教学的能

力袁是专业发展的引擎遥由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袁乡
村教师专业能力水平相对不足[8]袁尤其在创新和批判
反思等高阶思维能力上较之城市教师存在差距遥 GAI
为乡村教师专业能力的进阶开辟了新道路遥

1. GAI延展多元洞见袁支持创新性发散能力提升
创新源于随机事件的触发所带来的洞见袁而所有

的洞见又都基于个人历史经验的沉淀遥 GAI能够延展
多元洞见袁为创意勃发尧智慧启迪提供支持遥首先袁GAI
可驱动乡村教师构建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袁为其创新能
力发展提供基本的知识积淀曰其次袁乡村教师可借助
GAI生成多样化和不可预测的巧思来激发自身创造
力曰最后袁GAI可融入野教尧学尧管尧评尧研冶等教育场景袁
构建智能化的创新生态圈袁创设野泛在创新冶的教育场
域袁 培育乡村教师的创新思维模式和永葆好奇心尧秉
持开放心态的创新品质遥

2. GAI催生审慎思考袁倒逼批判性反思能力发展
批判性反思是一种批判性地检查和探究的行动

习惯袁 也是依托反思洞察采取行动的认知过程遥 GAI
基于对海量数据语料的大规模训练创生内容袁创生内
容缺乏明确依据袁其可靠性尧准确性存疑遥 同时袁GAI
程式化尧 机械化的对话逻辑也逊色于人脑的高阶思
维遥因此袁乡村教师在与 GAI的深层交互中需要野去伪
存真冶袁审慎思考袁批判性认识创生的内容及其逻辑袁
评估尧筛选和统整知识袁促成知识的重组尧迁移与创
造袁以此倒逼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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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专业情意滋养
专业情意是指教师教学表现出的情感尧 意愿尧心

理倾向等袁是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遥当前袁内生动力缺
乏[9]是阻滞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GAI可从
能动性和效能感两方面滋养乡村教师的专业情意袁激
发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遥

1. 由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袁激活专业发展的能
动性

较之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教育应用需要变革传

统教育组织形式袁 易引发教师的技术恐慌等负面情
意袁阻滞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动性遥反观 GAI袁只需接入
互联网袁开通账号袁便能即刻使用袁创造价值袁既彰显
了应用门槛的野亲民冶袁又凸显了应用价值的野既得冶遥

进一步而言袁GAI教育应用有望破除以往新兴技
术野供给驱动冶的目标指向袁摒弃对新技术的盲目追求
和一味迁就袁 代之以教育与技术的创造性伙伴关系袁
转向野需求驱动冶遥 GAI的可及性尧普适性让乡村教师
野可用冶袁乡村教师随之感受到 GAI的野有用冶袁进而以
内在发展需求为牵引袁将 GAI主动应用于自身专业发
展实践中遥 能动性是一种主体主动决定尧选择与行动
的状态遥教师专业发展能动性表现是积极的尧变革的袁
即主动改变尧创造遥 野需求驱动冶的底层意涵在于乡村
教师的野主动应用冶袁由主动催生能动袁由野需求驱动冶
激活野专业能动冶遥

2. 由外力促动提炼进化锚点袁反哺专业发展的效
能感

乡村教育处于教育改革的洼地袁缺乏学校管理上
的外力促动袁对教育创新发展的反应滞后袁对教育新
政策尧新要求的回应度较低[10]袁使得乡村教师的自我
效能感颇为匮乏遥 而 GAI的可及性尧普适性让乡村教
师野可用冶袁GAI作为野外力冶在知识创生尧教学支持等
方面拥有的独特优势又解蔽了乡村教师对 GAI的野有
用冶感知遥 将 GAI视作一种行动视角袁可促动乡村教
师与 GAI共享教育叙事袁持续生成尧修正尧内化尧升华
知识经验遥 两者协同所承载的专业知识增长尧专业能
力进阶等诸多价值旨趣能够提炼乡村教师的进化锚

点袁激活发展信心袁反哺发展的效能感遥

三尧负能院GAI给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带来
实然挑战

技术野负能冶是指技术应用于专业发展时产生了
一定的消极影响或诱发了风险挑战遥 GAI在创设机遇
的同时袁也诱发了实然挑战袁阻碍了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袁需全面辩证思考遥

渊一冤专业理念院野人机共存冶颠覆传统的野以人为
师冶育人理念

人机交互视域下袁GAI作为全新主体能够与学习
者构建野我要你冶的交互关系遥 野以机器为师冶渊以下简
称野机师冶冤有望走向常态袁野人机共存冶悄然而至遥 野以
人为师冶渊即野以人为主体的教师冶袁以下简称野人师冶冤
是否仍具有无以代之的主体性价值和正当性地位引

发质疑和讨论[11]袁衍生出人师知识尧教学尧角色等方面
的认知理念冲突和挑战遥

1. 人师的知识正当性式微
人类通过自身经验尧学习与思考生产知识遥 而持

续进化的 GAI以其难以预见的语料储备上限尧智能发
展上限和学习产出能力袁 导致知识生产模式的异化袁
挑战人脑所承载的知识量遥学习者将 GAI作为学习渠
道袁有望获得超越乡村教师的知识产出增量和知识生
成质量袁挑战乡村教师的知识储备和生成遥 人师知识
的正当性渐趋式微袁通过人师汲取知识的先验理念面
临冲击遥

2. 人师的教学权威性旁落
教学是人师安身立命的根基和命脉遥 GAI依托强

大的对话交互能力袁将野人要机冶交互延伸至语言尧思
维尧伦理等属人的领域袁以致 GAI可通过为学习者传
道授业深度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遥当 GAI作为一种可外
接的尧能够创生海量资源的野外脑冶应用于教学时袁其
在知识储备与个性化支持上均超越了乡村教师袁也超
越了自然人的野本脑冶袁且 GAI的即时反馈还免去了学
习者在野师要生冶交互中所需的倾听尧思考和内化等环
节袁比人师教授更为直接袁甚至更为有效袁致使人师教
学的权威性旁落遥

3. 人师的角色独特性消解
人师是支撑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袁 人师角色的

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本毋庸置疑袁 但技术的发展却
在慢慢侵蚀人师角色的独特性地位遥 在弱人工智能
阶段袁野人要机冶交互还仅限于辅助人类进行生产和
工作袁不直接参与人的教育活动遥 而 GAI导致人类
教育形式的异化袁衍生创变出新的育人主体遥 例如袁
以 ChatGPT技术野武装冶的智能导师系统和教学机器
人 [12]越来越有野师者冶风范袁已参与到人的教育活动
中遥 机师的正当性尧适用性正在建立袁消解了人师角
色的独特性遥

渊二冤专业知识院知识生产异化偏移挑战乡村教师
的知识创生

GAI赋能专业知识增长的同时袁也暗含知识异化
风险袁挑战乡村教师的知识创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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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生成野失真冶
GAI生成知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保证袁其算

法隐藏着巨大的 野解释黑箱冶袁 缺乏透明性遥 例如袁
OpenAI表示 GPT-4仍存在捏造事实等风险遥 究其原
理袁是因为 GAI创生的知识源于对海量数据集的语言
模型训练袁模型训练的偏差会导致 GAI难以充分理解
信息尧洞悉其内部逻辑袁所创生的知识缺乏可解释性
和明确依据遥

2. 知识权威难辨
GAI对现实世界理解和诠释的权威性存在争议遥

其一袁GAI基于对符号语言的处理和运算来理解并回
应人类袁但其并未如人类一样切身地感知世界袁因此袁
缺少野在世之中冶的权威属性遥 其二袁GAI训练数据源
的权威性存疑遥 以上两个方面导致 GAI生成的知识
的权威性难辨遥尤其针对一些开放式尧隐喻性的问题袁
GAI 的回答仅为一些词语堆砌或观点拼接袁 较为粗
浅袁缺乏权威性袁以致在权威知识本就匮乏的乡村地
区袁乡村教师易陷入野将 ChatGPT自动生成的知识视
为耶神谕爷的知识权威幻觉冶中[13]遥

3. 知识建构野堕化冶
GAI基于强大数据和算力基础袁实现知识的野一

键生成冶袁易遮蔽人脑知识建构的思维链路袁导致乡
村教师知识建构野堕化冶遥 一是知识创生趋同化遥 GAI
遵循既定算法创生的知识是嵌套 野套路和模板冶的
野知识冶袁 这种趋同化的知识创生容易同质化乡村教
师的专业知识遥 二是知识组织碎片化遥 与结构化尧有
组织的知识体系相比袁GAI问答式的碎片化输出难以
保证知识生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袁 导致乡村教师难
以有机建构知识间的关联遥三是知识加工浅表化遥由
于知识野唾手可得冶袁乡村教师无须深度加工便能得
到符合预期的知识袁易导致知识加工浅尝辄止袁停滞
于浅表层遥

渊三冤专业能力院人机协同高阶应用挑战乡村教师
的高阶能力

GAI赋能专业能力进阶的同时袁也隐含不确定性
风险袁人机协同高阶应用对乡村教师的高阶能力提出
了挑战遥

1. 交互掣肘院乡村教师高阶提问能力不足掣肘人
机高阶交互

有研究指出袁ChatGPT倒逼教师提高数字素养[14]遥
而追本溯源袁不难发现掣肘人机高阶交互的底层要素
来自对话的源头院提问遥 提问能力关乎个体知识背景
和认知思维袁提出问题的能力依然是人类智慧的独有
领域[15]遥 提示语是面向 GAI提问输入的指令载体袁是

促进提问能力跃升的创新引擎袁可为 GAI界定背景情
境尧指定回答形式尧提供贯通理路袁弥补大模型在信息
野失真冶尧逻辑野失缜冶等方面的局限遥然而袁由于城乡数
字鸿沟的存在袁乡村教师面向 GAI的提问能力通常较
弱遥 人机对话中如何构思提示语[16]等都要求乡村教师

具备高阶提问能力遥
2. 能力制约院GAI的高级功能制约乡村教师高阶

思维能力

高阶思维能力是思维技能的高级形态遥乡村教师
只需向 GAI键入指令便可即刻获得知识响应袁知识的
野一键生成冶逾越了人类心智活动尧抽象概括尧推理判
断等高阶思维能力养成所需的环节遥 长此以往袁无疑
会制约乡村教师的高阶思维能力袁 形成 野代具性冶依
赖遥同时袁GAI承载的高阶内容生成尧对话情境理解等
高级功能将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模式逼到

野墙角冶袁而机器难以撼动的创新发散尧批判反思等高
阶能力将成为数智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袁这对乡村
教师提出了挑战遥

渊四冤专业情意院主体身份遮蔽尧降格挑战乡村教
师的主体情意

GAI的嵌入或造成乡村教师主体身份的遮蔽与
降格袁催生师生情感疏离尧技术焦虑等负面情意遥

1. 主体失能院主体性遮蔽诱发师生情感疏离
野人要人冶关系本是传统教学场域中最基本的交

互关系遥 GAI以其强大的对话交互能力袁形塑了野人要
机冶交互关系遥这一交互在形式上是方寸键盘间的野输
入要输出冶袁本质上是符号运算与算法交互袁在一定程
度上遮蔽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袁消解了师生的精神相
遇尧人格影响尧灵魂共鸣袁疏离了师生主体间的情感袁
导致未来教育中生命意义偏于一隅袁形成野技术凸显袁
生命凹陷冶的畸形发展遥

2. 技术扰动院技术感知局限引发技术焦虑
技术感知指教师对自身技术操作与使用的主观

判断[17]遥 城乡数字鸿沟引发了乡村教师的技术感知局
限袁导致其主体身份滋生落差袁被迫降格遥教师技术感
知能力是引发技术焦虑的关键要素 [17]袁 乡村教师对
GAI的技术感知局限引发技术焦虑遥一是技术应用焦
虑遥 乡村教师需要理解 GAI的运作机理尧探索 GAI教
学应用袁 技术应用的高阶性给乡村教师造成工作压
力袁引发技术焦虑遥二是技术自由与机会焦虑遥对比城
市环境袁乡村环境下的教育资源较为匮乏袁乡村教师
技术使用的自由与机会受限袁技术使用的文化土壤也
较为贫瘠袁GAI的赋能提质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数字鸿
沟袁引发技术焦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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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使能院GAI嵌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实践路径

野使能冶强调如何激发主体能动性袁发挥和创造新
价值遥 GAI使能路径有望释放 GAI赋能提质的效能袁
化解负能梗阻的挑战袁驱动教师专业发展遥 本文遵循
野赋能要负能要使能冶的逻辑理路袁构建出 GAI嵌入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野能动冶模型渊如图 1所示冤遥

渊一冤 理念认同院坚守人师主导应然立场袁深化
野人机协同冶育人理念价值认同

人机协同理念下袁GAI回答什么是由人决定的遥
乡村教师需坚守人师主导地位袁从以下三个方面化解
GAI诱发的专业理念认知挑战袁深化对人机协同育人
理念的价值认同遥

1. 廓清知识创生逻辑袁 强化人师知识的正当性
理解

GAI知识创生的底层逻辑是模仿人脑思维对已
有知识进行选择重组尧整合重构袁创生的知识既缺乏
原创性袁又存在失真等异化问题遥对此袁可从以下四个
方面强化人师知识的正当性理解院一是人脑能够生发
原创性思想和知识曰二是 GAI训练学习的野元知识冶本
质上仍是人类创生的知识曰三是 GAI创生的知识存在
异化问题袁需要人师在场监管袁规避风险曰四是 GAI创
生的知识在监管审核后袁可作为知识基础助力人师建
构新知识袁彰显人机协同效能遥

2. 凸显人师教学价值袁 增进人师教学的权威性
认同

一方面袁 机师既不能开展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活

动袁又无法主导教学过程袁亦不会掌控尧监督学生学习
进程袁只会按需提供知识遥而在人机协同理念下袁人师
则可以驾驭 GAI并主导教学过程遥 另一方面袁人师在
教会人类如何选择尧鉴别尧判断知识的价值袁以及教会
人类如何正确地生产尧使用和创造技术方面有着机师
无以代之的价值[11]遥

3. 彰显人师育人本位袁 生发人师角色的独特性
感知

GAI不具备与人类同源的思维与情绪袁缺少真实
情感的关涉和生发遥 相较之下袁人师角色的独特性隐
含在涵养德行尧启智润心的立德树人旨归中遥无论新技
术如何涌动袁 促进人的生命发展始终是育人的基本立
场遥乡村教师要通过对学生灵魂的塑造尧情感的沁润和
智慧的启迪袁用一个生命唤醒另一个生命袁在技术与
生命的双向耦合中培育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遥

渊二冤知识共创院联袂知识创生双元主体袁构建群
智协同共创的知识生产模式

GAI虽有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袁但尚不具备人类
的知识辨别尧应用尧整合能力遥 乡村教师需协同 GAI袁
遵循野人在回路冶渊即在人机协同中保持人类主导以增
强人机智能冤的逻辑袁构建群智协同共创的知识生产
模式袁化解知识异化挑战袁促进专业发展遥

1. 分工协同袁生产联动袁共创知识
乡村教师可有机协调双主体的知识生产分工袁

将信息检索尧 知识整理等低阶重复性的生产劳动让
渡给 GAI渊如用 GAI整理资料冤袁将更多精力放在推
理尧反思尧评估尧创新等高阶知识的创生上袁以充分释
放知识共创的协同效能遥 乡村教师得以舍离传统的

图 1 GAI嵌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野能动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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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无思冶性劳动袁在与数字技术的契合中优化自我活动
空间[18]遥

2. 监管研判袁多元互证袁共创知识
一方面袁乡村教师要对 GAI生成的知识进行意义

生成尧价值判断袁斟酌其是否符合人类价值观和伦理
标准袁同时去粗取精袁选择性接受并整合存储有用知
识遥 对于一些关键信息袁还需查验多方信息以展开多
元互证尧思考确证袁综合研判知识的准确性及权威性曰
另一方面袁乡村教师要培养基于高阶思维参与的知识
应用袁摒弃低阶的知识获取尧记忆尧储存尧运用等[19]袁从
知识的审思辨别尧组合联结中创造并应用真实尧权威
的知识袁应对 GAI引发的知识生成失真尧权威难辨等
挑战遥

3. 双向建构袁互惠增能袁共创知识
乡村教师不仅要对 GAI反馈的信息进行意义加

工袁还要巧用提问技巧尧提示语策略规划引导 GAI对
话交互袁促进知识建构的异质性尧系统性和深入性袁形
成共创知识的有效对话遥 同时袁乡村教师的有益反馈
为 GAI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袁 有助于 GAI优化输
出袁生成适配人脑逻辑和交互追问的最佳结果遥 双主
体在知识生产上双向建构袁协同增益人类智慧和机器
智能袁应对 GAI引发的知识建构堕化挑战遥

渊三冤能力擢升院驱动人机智能深度耦合袁铺筑高
阶能力融合发展的可为进路

高阶提问能力与高阶思维能力互为依托袁统整融
合遥 乡村教师需立足两者的融合发展袁驱动人机智能
深度耦合袁提升高阶能力袁破除人机协同高阶应用的
掣肘和制约遥

1. 面向 GAI功能特性袁提升高阶提问能力袁促进
高阶交互

乡村教师要面向 GAI 的专属功能展开人机对
话遥一是合乎伦理地提问遥合乎伦理地提问是提问能
力擢升的先决条件遥 乡村教师要使用符合人类道德
和法律要求的语言表达袁遵循伦理规范袁引导 GAI向
善遥二是提示语提问遥提示语提问是提问能力擢升的
使然路径遥 乡村教师要科学精巧地设计提示语袁掌握
提问策略及方法袁以增益提问效能遥例如袁可赋予 GAI
任意角色进行提问遥 野请阐释归因理论冶与野假设你是
传播学老师袁请阐释归因理论冶两个不同的提示语的
响应质量差异显著袁被赋予野传播学老师冶角色的回
答更为专业遥 这是因为 GAI会遵循特定角色匹配与
之关联的数据库信息袁 进行定制交互并响应特定结
果遥 此外袁还可借鉴野耶5W爷模式提问策略[16]冶等已有研
究成果设计提示语遥

2. 深入 GAI对话交互袁提升高阶思维能力袁破除
能力制约

高阶提问释放了知识生产效能袁随之便需要激活
创新思维尧 进行批判性思考以擢升高阶思维能力袁实
现新知建构和智慧生成遥一是凝野新冶聚力袁激活创新遥
提示语提问促发高质量回答袁提供来自跨学科尧跨领
域的多元观点和思路遥乡村教师要从中凝练拓展自身
认知的新观点尧新视角袁打破固化认知界限袁超越传统
思维模式袁擢升创新思维能力遥二是斟酌追问袁批判反
思遥 乡村教师要扮演野追问者冶袁对 GAI创生全流程进
行批判反思袁反思甄别对话信息是否合乎伦理尧准确
权威曰反思斟酌对话逻辑是否严谨缜密袁在对话中批
判性反思尧重构创造袁以多维的辩证思考弥补 GAI内
容生成失真尧权威难辨尧逻辑偏差等方面的不足袁擢升
批判性反思能力遥

渊四冤情意升华院发掘教育家精神新动能袁集聚合
力驱动主体情意的内在升华

2023年袁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袁
从理想信念尧道德情操尧育人智慧尧躬耕态度尧仁爱之
心尧弘道追求六个方面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野教育
家精神冶的独有内涵和实践要求[20]遥 GAI时代袁乡村教
师需发掘教育家精神新动能袁 协同 GAI驱动情意升
华袁化解 GAI衍生的情意挑战遥

1. 领悟教育家精神引领专业发展的时代意蕴袁强
化精神认识

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秀传

统文化袁 立足于新时代教师长期深耕教坛的生动实
践袁 是广大教师潜心立德树人所凝练汇聚的价值共
识曰是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和升华曰是引领教师专业
发展的精神支柱曰是人机协同背景下袁增强人师育人
主体价值尧纾解技术焦虑的切入点袁具有强大的道德
感染力尧价值引领力和实践驱动力遥

2. 廓清教育家精神驱动情意升华的内生逻辑袁深
化精神认同

教育家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教育理想袁乡村教师要视
教育家精神为专业发展的理想追求和行动指南袁将教育
家精神贯穿融入专业发展的全过程袁努力将其内化为职
业素养和师德品格袁 以教育家精神为 野标准尧 标杆尧标
尺冶袁增益自身专业发展遥 面对 GAI衍生的风险挑战袁乡
村教师可由教育家精神驱动内生动能袁锻造强大精神内
核袁捍卫人师育人主体地位袁消解技术焦虑侵扰遥

3. 践行教育家精神驱动主体情意的内在升华袁响
应精神感召

首先袁要在学为人师尧躬亲示范中践行遥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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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身作则袁率先垂范袁利用 GAI提升学养袁将高尚的
道德情操尧积极的人生态度融入教书育人的言行中袁化
解 GAI引发的师生情感疏离挑战袁做学生成长的引领
者遥其次袁要在实践活动中践行遥扎根一线尧深耕教坛是
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必由之路遥 乡村教师可利用 GAI深
耕知识尧深耕方法尧深耕教研袁扎根实践生产有力量的

教育知识袁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野大先生冶袁为情意升
华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遥 最后袁要在教育追求中践行遥
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教师的教育追求中袁 在至诚报国
的野大我冶追求中尧在师德修养与教育情怀的追求中尧在
专业发展的追求中践行袁以止于至善的思维自觉尧意志
锻造尧价值追求驱动情意升华袁推动自身专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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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Negation and Enablement: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edded in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ANG Jide, LI Bo, ZHU Shuhui, WANG Yufei
渊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changes in 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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