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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学设计能力作为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是师范教育阶段培养的重点之一遥 由于缺少相关
经验袁职前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时常常需要广泛的参考
资料与建议袁而针对性指导的缺乏让他们容易失去兴
趣和信心袁导致对教学设计知识理解不深尧教学思路
混乱尧教学活动设计不当[1]遥随着以 ChatGPT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袁人机协同正在成为教育
的新常态[2]遥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尧类
人的思维逻辑和个性高效应答行为袁能够很好地支持
教师开展教学设计[3]遥但与此同时袁过度依赖生成式人

工智能也可能出现思维惰性等负面影响袁致使教师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被不断削弱袁从而限制专业发展[4]遥因
此袁如何科学恰当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前教
师培养袁实现人机智能双向赋能袁是智能时代师范教
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遥

基于此袁 本研究试图理解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
程袁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遥首先袁基于自我生成教学理
论分析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曰然后袁基于理论框架
设计培训活动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前教师教
学设计能力发展曰最后袁开展实证研究检验培训效果袁
并提出相关建议袁以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前教
师培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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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袁发展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成为师范

教育阶段培养的重点遥 然而袁职前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缺少资源支持和个性化指导袁容易导致对教学设计理解浮于表

面袁甚至失去兴趣和信心遥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尧类人的思维逻辑和高效应答行为袁在赋能职前教师

教学设计能力发展方面展现出优势遥 基于此袁研究在自我生成教学理论指导下袁分析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袁

包括野知识检索要结构重建要方案生成冶三大环节遥 基于该模型设计了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能力培训活动袁并开

展了实证研究遥 通过培训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袁发现在教学设计理解尧高阶思维水平以及教学设计信心方面均有显著提

升袁最后对结果进行讨论袁并提出发展性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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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相关研究

渊一冤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培养相关研究
广义上袁教学设计能力指向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

过程渊如经典的 ADDIE模式冤袁包括教学分析尧教学设
计尧教学开发尧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能力[5]曰
狭义上袁指向一份教学设计方案的成功制订袁包括教
学内容分析尧学生情况分析尧教学目标设计尧教学方法
设计和教学过程设计尧教学评价设计六维度能力[6]遥本
研究聚焦狭义范畴的教学设计能力遥

相关的实践经历可以促使职前教师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教学设计能力[7]袁近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
其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例如院胡艺龄等发现袁让教师与专
家尧智能代理协同设计跨学科课程袁有利于培养教师的
跨学科教学设计思维[8]曰Fidan等发现袁基于聊天机器
人的实时反馈能促进职前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

理解[9]曰Lee等让聊天机器人扮演虚拟学生袁训练职前
教师提问等教学技能袁较好地促进了职前教师将教学
设计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10]遥以 ChatGPT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升人机交互水平袁如基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聊天式教师培训工具 GPTeach模
拟学生与职前教师进行实时交流袁帮助复习特定学习
内容袁提供教学实践机会袁不仅能缓解新手教师的教
学压力袁还能丰富职前教师的实践经验[11]遥 但是目前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职前教师培养方面的实证研

究仍然较少袁关于如何发展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能
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遥

渊二冤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教学设计的相关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大规模语料库训练袁知识存

储量已远超人类个体袁可支持个性化问答[12]袁辅助教
学设计过程遥 如 Da Costa等发现袁ChatGPT可以支持
教学设计者选择媒体袁包括辅助决策和提供多样化视
角等[13]遥 备课时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供相关建议袁
有效促进教师对学科内容和教学目标的理解[14]遥 生成
式人工智能能够理解真实语境袁模拟人类思维进行实
时交流袁更深入地支持教学设计过程袁如辅助职前科
学教师制订可行的教学设计方案袁提供适宜的信息并
节省备课时间[15]遥 智能机器甚至还可以根据特定教学
需求生成一份教学设计方案袁教师只需在此基础上进
行修改即可袁大大减轻了备课负担[16]遥
但与此同时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仍然存在一些

局限性遥第一袁缺乏深刻的理解袁尤其面对复杂的提示
语会出现理解偏差袁生成的内容容易偏离特定教学情
境[17]曰第二袁会给出一些错误答案袁如教学时间分配不

合理曰第三袁由于受限于固定算法袁无法提供一些扩展
性材料[15]遥 这些机器暴露的弱点直接指向教师高阶思
维提升袁如批判能力尧创新思维等[18]遥 可见生成式人工
智能在赋能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时袁 既有优势也有局限
性袁有必要深入探究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袁更有针对
性地助力职前教师培养袁发挥智能机器的正向作用遥

三尧自我生成教学理论视域下职前教师人机
协同教学设计能力培训活动设计

渊一冤理论基础
2015年袁Fiorella和 Mayer指出袁人类学习不是机

器存储信息的过程袁除了记忆与背诵袁还会对学习材
料作出解释或进行关联袁将零散信息转化为系统性知
识袁即野生成性学习冶遥它在协作情境中特别容易发生袁
一般包括野互动式教学冶和野非互动式教学冶两种形式袁
前者依赖人人交互袁而后者不依赖真实同伴[19]遥 如职
前教师进行模拟授课袁主动讲解所学内容袁虽然没有
真实同伴与之互动袁但同样完成了知识建构袁这就是
野自我生成教学冶理论[20]遥

该理论建立在检索实践尧生成性加工和技术介入
的社会临场感三种假说基础上遥检索实践指学习者从
记忆中主动检索与学习相关的信息袁 激活先前知识袁
甚至构建新知识[21]曰生成性加工指野非互动式教学冶可
以触发推理过程袁帮助学习者从信息重建中整合新旧
知识袁基于自身理解重新组织和阐述内容 [19]曰技术介
入的社会临场感指当技术进入教学现场袁 让学习者感
觉有学习伙伴袁更愿意主动输出袁同时会对野假想伙伴冶
能否理解自己的解释作出预期判断袁 进而促进深层次
认知 [22]遥 由此袁野自我生成教学冶过程包括野检索要组
织要整合冶三个环节袁首先学习者激活相关知识袁接着
重组信息形成新的认知结构袁最后整合新旧知识完成
知识建构遥 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自我生成教学的过程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院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予职前教师 野真实同伴冶
的心理感觉袁保障自我生成教学的发生遥 在传统课堂
教学或在线学习中袁 由于缺少协作情境和交流伙伴袁
学习者更多采用被动接收的学习方式遥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介入实现了实时对话袁学习者感觉有了野真实同
伴冶袁促使其主动向机器提问或输出观点袁保障自我生
成教学的发生遥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予职前教师丰富的外部

提示袁有利于激活相关知识遥在自我生成教学过程中袁
如果给予学习者恰当的外部提示袁能够帮助检索更多
的概念单元 渊Learning Units冤袁 促进对所学内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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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模型

解袁提升学习效果[23]袁这里的概念单元即学习内容中
的知识点[24]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存储量丰富袁可
以依据提问自动生成知识性回复袁作为野外部提示冶激
活职前教师相关知识袁即野检索冶环节遥

三是职前教师需要精心设计提示语以释放机器

智能袁促使深层次认知活动的发生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
无法主动发起对话袁需要职前教师主动提问遥 提示语
作为人机交互媒介袁 是由用户主动向机器提供的一组
指令集袁帮助机器理解人类意图袁以生成符合需求的
回复遥如果输入不恰当的问题或者使用机器无法理解
的语言袁职前教师难以得到满意回复遥因此袁需要职前
教师精心设计提示语袁对教学需求进行具体而明确的
描述遥首先鉴别出教学需求袁然后向机器提问袁并根据
机器回复进行评估和反思袁提出改进建议遥 这种多轮
迭代过程让职前教师不断进行信息选择尧关联尧判断
和修改袁从而促进深层次认知加工袁即野组织冶环节遥

四是人机协同教学设计需要职前教师整合新旧

知识袁形成最终的教学设计方案遥 在经历多轮人机会
话后袁职前教师反复选择和组织信息尧整合新旧知识袁
完成不同教学变量的关联与融合袁 形成富有逻辑尧科
学恰当的教学思路袁最终生成符合预期目标的教学设
计方案袁即野整合冶环节遥

渊二冤自我生成教学理论视域下职前教师人机协
同教学设计过程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自我生成教学理论构建了职前教师

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模型袁如图 1所示遥 人机协同
教学设计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院

1. 知识检索
职前教师首先需要知道教学设计的结构尧课程标

准尧学科教学法等理论知识袁才能明确后续阶段行动
计划和所需支持袁然后通过向机器提问尧发出指令或
设定角色的方式袁获取所需信息遥如野一份教学设计方
案包括哪些元素袁每个元素如何去确定袁教学活动如
何编排冶等袁该过程会激活教学设计结构等相关知识袁
以支持后续教学目标编制和教学评价任务设计等遥

2. 结构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职前教师提问给予提示和

补充袁或者提供思路和建议遥 职前教师基于机器的回
复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袁 运用系统思维综合人机智慧袁
关联不同教学设计元素袁逐渐形成关于某个教学设计
变量新的认知结构袁如野教学目标的写作方式与要求冶
等袁以指导教学目标的分析与设计遥

3. 方案创生
职前教师会基于重构的认知结构袁对机器回复进

行评估和反思袁不断提出改进建议遥 这些深层次认知
加工活动尤其需要高阶思维参与袁通过整合新旧经验
和知识袁主动构建起关于一份教学设计方案的整体性
理解袁最终融合不同教学变量以形成完整的方案遥

在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中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扮
演着合作伙伴的角色袁发挥着知识理解尧知识问答和
知识创生三大功能遥职前教师借助提示语释放机器智
能袁赋能教学设计过程遥 而释放机器智能离不开职前
教师的先验基础袁包括教学设计相关理论知识尧生成
式人工智能原理和使用技巧以及高阶思维技能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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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着师范教育阶段的学习与培训袁共同影响着自我
生成教学过程遥

渊三冤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能力培训活动
设计

根据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模型设计培

训活动袁旨在夯实教学设计理论基础尧掌握生成式人工
智能基本操作尧提升高阶思维袁以帮助职前教师在未来
能够更好地胜任人机协同教育袁 如图 2所示遥 从横向
看袁 为支持自我生成教学的三个环节袁 即 野检索要组
织要整合冶发生袁设定三大专题曰从纵向看袁提供一个完
整的尧综合知识尧技能和思维的人机协同实践经历遥

图 2 职前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能力培训活动框架

专题一院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归纳教学设计的
理论知识体系遥 该专题旨在夯实职前教师关于教学
设计的理论知识袁熟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袁
归纳总结关于教学设计的理论知识体系袁 以支持职
前教师在野知识检索冶环节能够激活更多相关知识袁
支持后续环节遥

专题二院 探索一个最优的提示语模板助力人机协
同的教学设计遥该专题旨在帮助教师理解生成式人工智
能原理以及提示语设计技巧与方法袁通过人机协同的实
践任务袁引导职前教师如何恰当地向机器描述教学需求
和预期目标袁同时也锻炼了职前教师创新思维等遥

专题三院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下撰写一份教
学设计方案遥 该专题基于前面两大专题袁进一步促进
职前教师系统化地整合教学设计中的相关要素袁形
成完整连贯的教学设计思路袁 最终融合人机智慧以
制订一份完整的教学设计方案遥 同时袁通过递阶思维
链引导袁帮助职前教师设计层层递进尧环环相扣的提
示语框架袁促进深层次人机思维融合袁锻炼职前教师
批判性思维等遥

四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对象
为验证培训效果袁本研究开展了为期六周的干预

实验袁共招募 22名某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专业
学生袁他们有相同的师范教育经历袁具备基本的教学设
计理论知识袁此前均没有人机协同教学设计经历遥

渊二冤实验流程和研究问题
在研究准备阶段袁 根据三大专题设计培训活动袁

每个专题持续两周遥 培训前后袁职前教师分别要提交
一份完整的人机协同教学设计方案以及人机对话全

部过程内容袁完成野人机协同教学设计信念冶问卷袁生
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采用文心一言大语言模型遥 验证培
训有效性的四个子问题分别是院 能否显著提升教学设
计方案的质量袁能否激活更多与教学设计相关的知识袁
能否提升高阶思维能力袁能否提高教学设计信心遥

渊三冤数据收集工具
1. 教学设计方案的搜集与评价
教学设计方案评分标准包括结构尧准确尧完整尧外

观尧创新和交互六个维度[25]袁满分 100分遥 由两位教育
技术领域专家分别对 44份方案打分袁 一致性信度在
90%以上遥

2. 人机对话内容的搜集与编码
从单元概念尧精加工语句和提问行为三个方面分

析人机对话内容袁对比培训前后关于教学设计相关知
识的掌握程度与高阶思维水平遥

渊1冤单元概念编码
概念单元的完整程度是影响自我生成教学的重

要因素袁如学习者产生的概念单元越丰富袁表明学习
者对所学内容掌握越多袁学习效果越好[26]遥 因此袁对提
示语中出现的教学设计主题概念渊如教学目标尧学情
分析等冤和学科内容主题概念渊如大数据尧信息系统的
概念与特征等冤分别编码袁最后统计不同的单元概念
数量袁代表概念单元的丰富程度遥本研究参考了叶教学
设计曳以及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必修 2叶信息系统与社
会曳第 1单元野信息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冶渊教育科学出
版社冤袁分别邀请两位教育技术专家进行编码袁一致性
信度在 90%以上遥

渊2冤精加工语句编码
精加工语句指学习者结合已有知识袁 以举例尧打

比方的方式将所学内容与实际经验进行关联袁以产生
超出学习内容的解释[27]遥 职前教师在人机会话过程中
能否综合不同要素尧结合具体学科内容和实例主动联
系所学知识向机器提问袁反映其认知过程的精加工水
平遥 本研究参考 SOLO模型[28]对人机对话中的精加工

语句进行编码袁 其中 SOLO-2表示涉及了单个概念袁
SOLO-3 表示涉及了多个概念袁SOLO-4表示涉及了
多个概念袁且这些概念相互关联袁SOLO-5表示能够从
抽象层面对多个概念进行归纳总结遥

渊3冤提问行为编码
问题解决能力属于高阶思维袁教学设计过程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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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培训前 培训后

教学设计类的概念单元 8.14 4.389 12 4.938 4.181 21 <0.001
学科知识类的概念单元 2.27 1.316 3.18 2.239 1.546 21 0.137

精加工语句 2.91 1.823 5.45 2.972 3.763 21 0.001

表 2 职前教师在人机对话过程中产生单元概念和精加工语句的配对样本 检验

环节 类别 编码 描述 示例

问题

分析

发出命令 SC 直接要求机器生成一个教学设计方案 请生成一个伊伊伊主题的教学设计方案
重复命令 RE 直接重复上一个问题袁没有任何改动 /
角色设定 DC 让机器扮演教师角色袁明确问题需求 假如你是一名信息技术教师噎噎

给机器发送资料 SI 给机器发送一些参考资料 发送文档或图片

信息

搜集

简单提问 AR
首先提问机器是否了解某方面知识袁或
者提问机器教学设计相关问题

你知道项目式教学理念吗

询求思路 II
在没有任何思路前提下基于需求提问袁
询求支持

如果围绕噎噎主题袁设计一节时长 45分钟尧突出新课
标理念的课袁你有什么思路

监控

与

评估

纠正错误 IP 指出回复中的不足之处袁提出改进意见
太粗糙了遥 要写这是什么课袁复习课还是新授课曰写教
材分析和课标分析袁所以要怎么教曰学情分析袁学生情
况怎么样曰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和教学目标噎噎

优化思路 OI 在上一轮问答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

保留以上内容袁对教学内容这一模块进行修改袁要以学
生为主袁突出高中信息技术核心素养袁描述更加详细遥
如学生可以认识到数据的基本概念

提供解释 EX
进一步解释某个内容或知识点袁让机器
更好地明白需求

大概念是一个高度概括的陈述句尧观点句袁起到连接作
用遥 学科野大概念冶是指向学科核心内容和教学核心任
务尧反映学科本质尧能将学科关键思想和相关内容联系
起来的最关键概念遥 记住这一点完成下面的任务

杂问题解决过程遥 为了对比培训前后高阶思维能力
的变化袁本研究参考 Hesse等提出的协作问题解决模
型[29]设计了提问行为编码框架袁见表 1遥

3. 职前教师教学设计信心的测量
根据培训任务袁在教学设计专家指导下编制了三

道题袁分别是院野通过这次与 GPT对话袁你觉得对教学
设计相关内容更加了解了吗冶野通过这次与 GPT 对
话袁你觉得对如何制定一份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设计更
有信心了吗冶野通过这次与 GPT对话袁 你觉得对评价
一份教学设计方案更有信心了吗冶遥 每道题目采用十
点评分制袁从野非常不符合冶到野非常符合冶遥 问卷前后
测信度分别是 0.788和 0.987袁信度良好遥

渊四冤研究结果
1.教学设计方案的质量是否提升
本研究对培训前后教学方案评分结果进行了配

对样本 检验分析袁 培训后教学设计方案质量 渊 =
88.9袁 =3.972冤显著高于培训前渊 =81袁 =4.039冤袁
渊21冤=7.840袁 <0.001遥教学设计方案的质量得到提升袁
表明该培训有效果遥

2.是否激活更多与教学设计相关的知识
培训前后人机对话中单元概念编码结果的配对

样本 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2遥 培训后教学设计类单元
概念数量渊 =12袁 =4.938冤显著多于培训前渊 =8.14袁

=4.389冤袁 渊21冤=4.181袁 <0.001遥 但是培训后学科知
识类型单元概念数量 渊 =3.18袁 =2.239冤 与培训前
渊 =2.27袁 =1.316冤没有显著性差异袁 渊21冤=1.546袁 >
0.05遥 表明该培训能激活更多教学设计类相关知识遥

此外袁通过两种类型单元概念数量对比袁发现培
训前后职前教师产生的教学设计类型单元概念数量

远多于学科知识类型遥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在学
科知识方面给予较多支持袁但在创设方面袁如教学思
路设计尧活动编排尧师生交互活动规划等方面袁仍旧需
要职前教师决策遥

3. 高阶思维能力是否提升
渊1冤培训前后精加工语句对比分析
对培训前后精加工语句数量进行配对样本 检

验分析袁 见表 2遥 发现培训后精加工语句数量 渊 =
5.45袁 =2.972冤 显著多于培训前 渊 =2.91袁 =

表 1 提问行为编码框架

109



电化教育研究

变 量
培训前 培训后

通过这次与 GPT对话袁你觉得对教学设计相关内容更加了解了吗 4.32 3.061 5.09 2.245 1.187 21 0.249
通过这次与 GPT对话袁你觉得对如何制定一份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设计更有信心了吗 4.41 3.003 5.64 2.735 1.755 21 0.094
通过这次与 GPT对话袁你觉得对评价一份教学设计方案更有信心了吗 4.18 3.002 5.50 2.220 2.263 21 0.034

表 3 培训前后职前教师教学设计信心的配对样本 检验

1.823冤袁 渊21冤=3.763袁 <0.01遥 说明职前教师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提示下更能主动建构知识袁实现对教学设计
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内化遥

渊2冤培训前后职前教师提问行为的滞后序列分析
培训前后职前教师提问行为滞后序列分析结果

如图 3所示遥 在培训前袁 职前教师倾向于 野设定角
色寅>发出命令冶野重复命令寅寻求思路冶野简单提问寅
发出命令冶野寻求思路寅寻求思路冶野优化思路寅优化
思路冶遥 在培训后袁职前教师倾向于野发出命令寅设定
角色冶野寻求思路寅寻求思路冶野优化思路寅优化思
路冶遥培训后野优化思路寅优化思路冶更为频繁袁说明培
训后职前教师会更倾向对机器的回复进行评估尧批判
和改进袁思维深度不断递阶遥此外袁培训前职前教师会
先明确需求袁 要求机器根据需求生成教学设计方案袁
采用深度优先策略曰 而培训后职前教师会先发出命
令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需求袁说明职前教师会先
了解机器的支持情况袁 然后评估机器回复的质量袁再
设计相应提示语引导机器生成相应资源袁采用了广度
优先策略袁展现出专家型问题解决的特征[30]遥

图 3 培训前后职前教师提问行为的滞后序列分析结果

4. 教学设计信心是否提高
职前教师培训前后教学设计信心的配对样本

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3遥 培训后职前教师评价一份教学
设计方案的信心渊 =5.50袁 =2.220冤显著高于培训前
渊 =4.18袁 =3.002冤袁 渊21冤=2.263袁 =0.034<0.05遥 但
在制订教学设计方案和对教学设计相关内容的熟悉

程度方面袁虽然平均值上升了袁但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五尧讨论与建议

渊一冤讨论
本研究基于自我生成教学理论设计培训活动袁通

过对比分析培训前后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案尧人机

对话内容和问卷数据袁发现培训取得良好效果袁能够
有效地促进职前教师对教学设计相关知识的理解与

内化袁提高了高阶思维的能力和信心袁实现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发展遥

首先袁人机协同教学设计实质上是自我生成教学
过程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储备丰富尧能够模拟人类
思维进行实时交流袁不仅给予职前教师一种有效的外
部提示袁还能充当心理上的学习伙伴遥 职前教师在人
机协同教学设计过程中主动进行知识检索尧信息重构
和新旧知识整合袁最终制订教学设计方案袁完成知识
建构遥这种由技术介入的社会临场感能够很好地支持
职前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学习与实践遥

其次袁自我生成教学过程离不开学习者先前经验
的参与遥职前教师首先要基于已有知识与经验设计提
示语袁 让机器能够理解教学设计任务和预期目标袁才
能生成适宜性的回复遥 由于职前教师缺少实践经验袁
因此袁需要开展有目的的培训袁帮助职前教师掌握教
学设计相关理论知识袁确保自我生成教学的进行遥 在
培训后发现职前教师在提问中提及的教学设计相关

概念显著增多遥 但是袁培训前后关于教学设计知识的
激活量要明显多于学科内容知识袁这是因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能够学习已有的尧固定的学科知识袁但是在高
阶认知任务上袁如关联多种概念尧整合不同想法尧创造
性解决问题方面仍需要人类教师主动参与遥

最后袁 自我生成教学理念强调深层次认知加工遥
学习者思维水平越高袁越有利于野结构重建冶和野方案
创生冶遥通过培训袁职前教师提问中的精加工语句明显
增多袁而且采用的问题解决策略更趋向于专家型遥 这
是因为培训中会针对性地引导职前教师评估机器回

复尧设计高效的提示语模板尧基于递阶思维链设计提
问等袁都需要不断反思尧评估尧批判尧整合和创新袁有利
于锻炼职前教师高阶思维能力袁对评价教学设计方案
也变得更有信心袁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下容易出
现思维惰性或主体性丧失等问题遥

渊二冤建议
首先袁当前人机协同视域下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理

论尧策略和规范的研究与实践仍处于起步状态袁有必
要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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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实践袁 尤其是探究人机协同教育过程与机
理袁 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指导职前教师培训课程的设
计袁确保师范教育与时俱进遥

其次袁根据自我生成教学理论袁在师范教育阶段
要夯实职前教师在教学设计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基础袁

加强高阶思维技能训练袁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原理与
应用技巧的学习遥只有这样袁在人机协同教育中袁职前
教师才能积极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袁引导智能机器提
供适宜性支持袁通过自我生成教学过程发生袁实现人
机智能的双向赋能与共同促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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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Human-
Machine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ies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Generated Instru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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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 -servic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in teacher education. However, because of lacking resource support 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prone to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even lose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with
its rich knowledge reserve, human-like thinking logic and efficient response, has shown typical advantages
in empowe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develop their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elf -regulated instruction theory,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human -machine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including three major stages of knowledge retrieval,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and plan generation.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training activitie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human -computer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y were designed and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By comparing the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level of higher -order thinking, and
confidenc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and proposed some
developmental suggestion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Pre-service Teachers; Self-generat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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