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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共育”智慧教育新范式：内涵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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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立足智慧教育变革的时代背景袁聚焦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袁破除以往智慧

教育研究中野重认知轻情感冶野知情分离冶的实践误区袁将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作为学习发生的本体性存

在袁构建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表征的评价体系袁揭示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规律袁引领智慧教育服务策略的转型升级袁助

力教育实践的创新变革遥 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实践落地袁需要强化知情共重的育人目标引领尧知情共探的评价

体系构建尧知情共生的学习机理揭示尧知情共促的服务策略优化尧知情共育的教育模式创新遥 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野认

知要情感冶协同培育的教育范式创新袁构建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表征的教育指标体系袁推进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演化的教育

规律研究袁打造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增强的教育服务模式袁以推动智慧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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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尧
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袁是新时代
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议题遥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在极大程度上加快了智
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进程遥 在此背景
下袁 依托智能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尧助
力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已成为智慧教育研究的重

要议题遥 但从当前智慧教育的研究现状来看袁过度强
调学生知识技能的发展袁忽视野情感冶对于学生学习和
个体成长的本体性价值袁逐渐形成了野重认知轻情感冶
的研究取向袁将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智慧教育研究的实
践方向遥 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袁认知和情感是个体

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袁 认知是情感发生的主导性因
素袁 学生对客观事物属性和意义的认知是情感发生的
基础袁认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情感曰情感在
认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

用袁 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让个体获得更加持久的认知
动力袁引导个体作出更加积极的认知选择与判断[1]遥 但
从智慧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现状来看袁一方面袁在教育
实践中往往更加注重对学生野认知冶的培养和提升袁将
情感视作认知发展的催化剂袁现有研究也大多将情感
作为认知和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要素进行探究[2]袁无
法正视认知和情感在个体发展中的协同作用曰另一方
面袁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在认知诊断尧情感计算等细分领
域袁对于认知和情感之间关联关系的研究则较少涉及袁
关于个性化学习的研究也仅仅局限在对学生知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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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尧认知水平的智能评价和精准干预[3]袁忽略了认知和
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对于学业发展的实践意

义[4]袁因而容易将个性化学习引入误区遥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逐步推进尧创新人才培养

理念的贯彻落实尧智慧教育研究的深入开展袁我们应
该逐渐超越认知和情感二元对立的割裂思维袁将认知
和情感的协同发展视为学习发生的本体性存在[5]袁破
除传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野重认知轻情感冶野知情
分离冶的弊端袁将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
统一于学习者有意义的生命实践中袁尊重个体生命的
完整性袁保障人的全面发展[6]遥在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袁野知情共育冶这一话题更具现
实意义袁如何从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出发袁面向野知情
共育冶的目标愿景袁探讨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规律袁
优化智能教育服务的模式与策略袁推动人机协同的教
育模式创新袁是未来智慧教育研究需要关注并解决的
核心问题遥本研究以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范式为切入
点袁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
新范式的概念内涵尧理论模型和实践进路袁期待以认
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奠定智慧教育创新

变革的理论基础袁依托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引
领教育的创新变革遥

二尧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内涵

渊一冤价值定位
从野知情共育冶的视角来看袁以往的智慧教育研究

更多关注学生的认知层面袁期待利用技术手段来变革
评价体系尧挖掘认知规律尧革新服务策略尧优化教育模
式袁以此来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水平尧提高认知能力袁并
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效支撑遥但从个体发展的视角
来看袁野认知冶与野情感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袁学习
是认知和情感相统一的精神活动袁情感对认知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7]遥因此袁在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袁仅仅把智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
揭示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尧促进学生的知识建构和认
知发展袁将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使命和目标愿景相
背离遥
从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的视角来看袁尽管近年来

对于学生情绪情感的探究在智慧教育领域受到一定

重视袁但此类研究一方面更多聚焦在利用话语尧表情尧
身体姿态尧生理信息等多模态数据去刻画学生的情绪
状态袁 且相关研究采用的情感指标体系还局限在高
兴尧惊讶尧厌烦尧悲伤尧恐惧尧愤怒等惯常的尧区分度较
高的情绪状态[8]袁对教育场景的适配性较差袁无法有效

还原学习的发生过程曰另一方面袁仍将认知和情感当
作两个独立的话题去探讨袁对二者之间关联关系的挖
掘重视不足袁在仅有的探究学生认知和情感关联关系
的研究中袁也更多的是将野情感冶作为野认知冶和野学习
成效冶之间的中介变量袁无法对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复
杂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实现 野认知要情感要成
效冶的联合表征和协同建模遥

从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实践变革的视角来看袁现阶
段智慧教育的相关研究渊如自适应学习尧个性化自主
学习尧人机协同学习等冤更多寄希望于利用知识图谱尧
认知诊断等方法去刻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袁
预测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袁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为学生
提供面向野认知冶层面的学业问题解决方案遥但其中的
问题在于袁学习是认知和情感协同作用的结果袁学生
的学习成绩不好袁除了知识掌握不牢固尧学科能力不
扎实以外袁还有可能是学习兴趣不高尧学习动机不强尧
学习意志力不坚定造成的遥 在此背景下袁若只为学生
提供认知层面的干预措施袁 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遥 因此袁需要加强对学生认知和情感相互促进与协
同演化机制的关注袁以此来优化机器智能服务的模式
与策略袁 为学生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学习干预措施遥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对于学生的学
业诊断和学习干预将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袁 因此袁更
加需要强调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在智能教育
研究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袁以保障智慧教育理论和实
践研究朝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遥

因此袁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旨在纠正以往
智慧教育研究中以野认知冶为牵引的现状袁从创新人才
培养的视角出发袁将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
化作为智慧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袁揭示认知和情感的
协同演化规律袁推动面向野知情共育冶的智能教育服务
转型袁以此引领智慧教育研究的实践方向袁赋能教育
的创新发展和智能变革遥

渊二冤概念内涵
基于以上论述袁本研究对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

范式的概念内涵加以界定院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
式立足智慧教育变革的时代背景袁聚焦创新人才培养
的现实需求袁破除以往智慧教育研究中野重认知轻情
感冶野知情分离冶的实践误区袁将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
展与协同进化作为学习发生的本体性存在袁构建野认
知要情感冶协同表征的评价体系袁揭示认知和情感的
协同演化规律袁 引领智能教育服务策略的转型升级袁
助力教育实践的创新变革遥 具体来讲院

其一袁以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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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袁超越认知和情感二元对立的割裂思维袁将认
知和情感的协同发展视作学习发生的本体性存在袁将
认知和情感的协同进化与相互促进贯穿于学生有意

义的生命实践中袁既重视学生知识的建构尧认知的发
展袁也强调学生情感的涵养尧动机的提高和价值观的
养成袁逐步树立野全人发展冶的培养目标袁助力学生的
全面发展遥

其二袁以高水平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根本目标袁贯
彻五育并举的培养理念袁 将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
展作为培育创新精神尧培养创新意识尧提升创新能力的
基础保障袁 充分重视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在完整学习历
程中的支撑尧保障和促进作用袁以积极的兴趣尧动机尧情
绪尧意志尧信念尧道德尧责任为学业发展保驾护航[9]遥在此
基础上袁树立野认知要情感冶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袁在
注重知识习得和技能掌握的基础上袁加强对学生心理
机能和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的关照袁确保学生能够获得
全方位发展遥

其三袁以揭示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规律为关键
依托袁 发挥智能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学习状态表征尧潜
在特征挖掘尧学习机理阐释中的潜在效用袁助力野认
知要情感冶的联合建模和动态测评袁通过全时空尧多模
态教育数据的采集袁对学习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进行
细粒度尧动态性的测评分析遥在此基础上袁探究认知和
情感的协同发生机制与复杂耦合机理袁挖掘二者之间
相互激发尧动态转换和协调发展的机制遥

其四袁 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实践变革为落脚点袁
推动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实践落地遥其表征
样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院一是优化智能教育服务的供
给模式袁 避免只关注学生的知识建构和认知发展袁加
强对学生认知和情感问题的协同探究袁以此来优化智
能教育服务的模式和策略袁 通过设计科学的学习支
架袁解决学生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关键问题袁让学生能
够获得良好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曰二是推动课堂教学的
模式创新袁 设定认知和情感协同发展的教学目标袁通
过教师和机器的有效协同袁加强对学生认知的引导和
情感的涵养袁通过创设和谐融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活
动袁使学生获得积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袁激发他们的
探索精神和求知欲[10]袁促使他们养成独立的精神和健
全的人格遥

三尧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理论模型

为厘清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思想内核袁
本研究聚焦教育实践的核心场景袁 以教育目标为牵
引尧以教育评价为参照尧以教育研究为引擎尧以教育服

务为核心尧以教育模式为落脚点袁构建野知情共育冶智
慧教育新范式的理论模型渊如图 1所示冤遥其核心在于
从智慧教育的野教育目标尧教育评价尧教育研究尧教育
服务尧教育模式冶五个维度袁对野知情共育冶的核心理
念和实践样态进行重新设计袁打造五位一体尧逐层递
进又互为依托的智慧教育研究与实践体系袁 助力知
情共重的育人目标引领尧知情共探的评价体系构建尧
知情共生的学习机理揭示尧 知情共促的服务策略优
化尧知情共育的教育模式创新袁以此引领智慧教育的
创新发展遥

图 1 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理论模型

渊一冤教育目标院知情共重的育人目标引领
从育人目标来讲袁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旨

在破除以往智慧教育研究中野重认知轻情感冶的实践
误区袁落实创新人才培养和新课标的相关要求袁将认
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作为智能技术赋能

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袁既重视学生的认知发展袁也关
注学生的情感涵养遥 在过往研究中袁由于技术水平的
限制和研究视角的局限袁我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如
何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学习效率尧提升学习成绩尧强化
学科能力等层面袁认为只要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当前的
学业问题尧提高解题能力袁就能够实现个性化学习袁此
种教育理念在很长时间内限制了智慧教育的发展方

向遥 随着近年来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的转变袁国家和
社会层面更加强调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尧 沟通协作能
力尧批判性思维能力尧创造力尧自主学习能力尧社会情
感能力等核心能力和关键素养的培育袁以满足社会发
展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使得机器的智能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袁 因此袁
智慧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机械地采集学习数

据尧诊断学业问题尧预测学习需求尧匹配学习资源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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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袁 应该更加重视机器对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关
照袁通过策略引导尧情感激励尧思维启发尧活动设计尧任
务牵引等方式实现深层次的学习干预[11]袁以此丰富学
生的情感体验尧激发学生的情感动机尧唤醒学生的探
索精神和求知欲遥 因此袁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
的构建袁需要以知情共重的育人目标为指引袁推动学
生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与协同进化袁以落实新时代
的育人目标袁满足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培养提
出的更高要求遥

渊二冤教育评价院知情共探的评价体系构建
智能时代的教育评价强调转变结果导向的评价

理念袁依托智能技术实现过程性尧综合性尧个性化尧伴
随式的教育评价 [12]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尧专业性
和客观性[13]袁以满足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遥 野知
情共育冶背景下教育评价的开展需要改变以往以学业
成绩和学科能力为标准的评价理念袁避免对学生知识
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单一关注袁应该从创新人才培养的
视角出发袁厘清对学生成长起到关键作用的认知和情
感要素袁构建系统化尧科学化的教育评价体系袁以此为
野知情共育冶教育目标的落实提供标准参照遥 其一袁构
建全景化的认知和情感评价指标体系遥从创新人才培
养的视角出发袁参考学科核心素养的相关要求袁对影
响学业发展的关键认知和情感要素进行系统化的建

模分析渊如知识结构尧认知能力尧情感态度尧学习动机尧
认知偏好等冤袁 实现对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特征的联合
表征和协同建模袁 全方位揭示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遥
其二袁开展多模态数据驱动的伴随式教育评价遥 利用
多模态学习分析方法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精准监

测袁基于采集的学业测评尧心理测评尧学习行为尧面部
表情尧身体姿态尧生理信息等多模态数据袁对学生的认
知和情感发展状况进行精准分析袁这有助于实时诊断
学生潜在的学业问题袁并进行及时干预遥其三袁实现对
学习者认知和情感协调发展指数的精准刻画遥从认知
和情感联合建模的视角来看袁学生一直处于积极的情
绪当中袁并不代表就一定会有较高的认知投入袁与之
相对袁若学生出现焦虑尧困惑等消极情绪袁在一定程度
上反而能够说明学生有较高的认知投入遥 因此袁需要
对影响学业发展的关键野认知要情感冶序列进行深入
探究袁刻画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指数袁以此来
完善野知情共育冶的智慧教育评价体系遥

渊三冤教育研究院知情共生的学习机理揭示
关于学习者认知和情感表征模式尧 关联关系尧演

化机制和耦合机理的研究袁是当前智能教育研究关注
的热点话题袁期待通过野认知要情感要成效冶的协同建

模揭示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遥从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
的视角来看袁指向野知情共育冶的智能教育研究存在表
征模式不清晰尧计算方法不透明尧演化机理不明晰等
问题袁阻碍了野知情共育冶的实践进程遥因此袁未来教育
科学研究的开展需要进一步关注多元教育情境下认

知和情感协同演化机制的研究院一是厘清学习成效关
联的关键认知和情感因素袁构建面向教育场景的认知
和情感测评指标体系遥破除传统认知和情感测评指标
体系对教育场景适配度不高尧对学生本体特征的还原
度不强的弊端袁从教育学尧心理学尧神经科学尧认知科
学尧信息科技等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袁重新定位影响学
习成效的关键认知和情感因素袁并构建科学化尧系统
性尧可解释的认知和情感测评指标体系袁实现对学习
发生过程的有效还原遥二是利用多模态学习分析方法
实现对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状态的智能感知和精准刻

画遥 强化无侵入的智能感知技术研发袁对学习者的话
语尧表情尧姿态等多模态数据进行实时采集袁建立基于
多模态数据融合的认知和情感分析方法袁对多元教育
场景中学习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进行实时尧 精准尧动
态的测评分析遥三是挖掘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的动态演
化规律和协同进化机制遥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尧关联规
则挖掘等方法探究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状态随时间演

化的规律袁 以及认知和情感状态的动态转换机制袁构
建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的野双螺旋冶模型袁探究认知和
情感的相互作用机制袁以及二者如何共同影响学习成
效遥 通过对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的联合建模与精准测
评袁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认知和情感的关联关
系袁揭示深层次的学习发生机理袁以此为智慧教育研
究与实践提供科学的证据支撑遥

渊四冤教育服务院知情共促的服务策略优化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尤其是以 ChatGPT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袁使得机器在学习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智能
化的学习辅助尧生成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袁帮助学生实
现个性化的自主学习遥 从野知情共育冶的视角来看袁智
能学习服务的供给不能仅仅停留在为学生提供学情

诊断尧资源推荐和学习路径规划等层面袁应该在对学
生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进行精准刻画的基础上袁对其知
识结构尧认知能力尧情感动机尧认知偏好等方面的潜在
问题进行系统归因袁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学习服务的精
准供给遥具体来讲袁其一袁从认知和情感协同发展的视
角出发袁更新个性化学习的理念袁纠正智能学习干预
的模式与策略袁避免只关注面向认知层面的野测试要
诊断要干预冶袁加强对学生情感问题的测评尧分析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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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14]袁既重视学习者认知能力的提升袁也重视学习者
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的培育遥 其二袁利用多模态数据融
合的方法对学习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进行全方位尧
动态化的测评分析袁 挖掘学生认知和情感状态随时
间演化的典型序列袁 探究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和
动态转换机制袁 以此来精准分析学生在认知能力和
情感体验方面的问题袁 明确影响学业发展的关键问
题所在遥 其三袁以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为指引袁构
建科学合理的学习支架袁实现主动性尧渐进式尧可解
释的学习干预[15]袁通过推荐学习资源尧改进学习策略尧
唤醒学习兴趣尧 激发学习动机尧 增强学习信心等方
式袁实现对学习者认知和情感的科学干预袁帮助学习
者克服当前的学习困难袁实现认知水平和情感动机的
协同共促遥

渊五冤教育模式院知情共育的教育模式创新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创新变革的核心是推动野人机

协同冶袁即通过人和机器的合理分工袁实现人类智慧和
机器智能的有机融合袁帮助人类驾驭超越自身认知边
界的复杂任务[16]袁以提高教育效率尧提升教育效能遥 从
野知情共育冶的视角来看袁人机协同教育实践的开展应
该更加重视对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共同培育袁确保学生
在与机器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有丰富的认知和情感体

验袁避免人机互动过程中机械的野认知诊断要学情反
馈要强化练习冶的实践逻辑袁进而忽视对学生情感的
关照遥其一袁在人机协同学习的过程中袁除了为学生呈
现问题的答案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以外袁机器
应该加强对学生情感状态的监测以及学习动机的激

发[17]袁丰富学生与机器互动的情感体验袁如院通过言语
激励等方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正向情感反馈袁对学生的
表现加以肯定曰构建科学的学习支架袁设计难度递增
的学习任务袁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学习信心袁提升内在动机遥其二袁在人机协同教学的过
程中袁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利用虚拟现实尧增强现实等
技术手段为学生构建更加贴近真实的教学情境袁丰富
学生的情感体验曰根据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学习兴趣设
计协作式尧探究式的学习任务袁让学生体会协作探究
的乐趣曰依据学生的学情诊断结果袁针对学生在认知
和情感方面的潜在问题为其设计科学合理的学业提

升方案袁帮助学生提高认知水平尧提升学习动机遥 其
三袁在人机协同育人的过程中袁教师和家长借助智能
育人助理等产品及时了解学生情感尧道德尧价值观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18]袁并依托机器提供的个性化解决方
案加强对学生情感尧态度和价值观的引导袁帮助学生
养成健全人格遥

四尧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实践进路

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为未来智慧教育的创
新发展提供了新思想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智能技
术的研发方向袁优化智慧教育的实践模式遥未来袁要落
实智慧教育研究与实践中野知情共育冶思想袁需要进一
步完善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培育的教育范式袁构建野认
知要情感冶协同表征的指标体系袁探究野认知要情感冶
协同演化的教育规律袁打造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增强的
服务模式袁以推动智慧教育背景下学生认知和情感的
协调发展遥

渊一冤推动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培育的教育范式创新
由上文可知袁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将在一

定程度上引领未来的智慧教育发展袁并为智能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思想引领遥本研究虽然从理
论层面对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概念内涵和
理论模型进行了系统梳理袁 但由于现阶段认识有限袁
难免存在疏漏之处遥 因此袁未来相关研究的开展需要
进一步对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加以扩充和完
善院其一袁厘清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核心价
值遥 落实创新人才培养和新课标的要求袁系统梳理当
前智慧教育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袁将智慧教育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与当前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需求相

结合袁保证智慧教育研究的开展能够切实解决我国教
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的关键问题遥其二袁构建野知情共
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实践框架遥 从野知情共育冶的核
心目标出发袁构建野教育目标尧教育评价尧教育研究尧教
育服务尧教育模式冶的贯通机制袁以教育目标为牵引尧以
教育评价为参照尧以教育研究为引擎尧以教育服务为核
心尧以教育模式为落脚点袁完善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
范式的实践逻辑遥其三袁推动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
式的实践落地遥 要发挥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对
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价值袁需要进一步在理论创新尧教育
研究尧产品研发尧教学实践等方面加以重视袁落实野知情
共育冶的教育理念袁探究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规律袁
完善野知情共育冶的智能教育服务模式袁并推动课堂教
学的系统变革袁以此助力智慧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遥

渊二冤构建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表征的教育指标体系
认知和情感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探究野认知要

情感冶协同演化规律尧推进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
式的基础袁决定了具体要刻画学生的哪些认知和情感
状态以精准表征学习的发生过程遥 如上文提到的高
兴尧惊讶尧厌烦尧悲伤尧恐惧尧愤怒等仅可用于刻画个体
在自然环境下的基本情绪状态袁很多情绪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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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较少出现袁 因而对于教育场景的适用性较差曰
而对于学生的认知状态袁 现阶段一般采用学业成绩尧
认知投入尧认知负荷尧注意力等指标来刻画袁难以形成
系统化的测评体系袁而若采用当前接受度较高的认知
目标分类方法袁 将学生的认知状态刻画为 野知道尧理
解尧应用尧分析尧评价尧创造冶等层次袁则在实践过程中
难以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方法进行自动化测评遥由
此可见袁对于学习者认知和情感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袁既要考虑哪些认知和情感状
态更能够反映学生的本体特征袁又要考虑如何实现精
准化尧智能化尧自动化的测评分析袁以更好地表征认知
和情感状态随时间演化的特征遥 未来认知和情感测
评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组织来自教育神经科学尧认
知心理学尧教育人工智能尧教育技术学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来自一线的专家教师袁 打造跨学科的研究团
队袁通过多轮专家征询的方式构建体系完善尧操作性
强的指标体系袁以支撑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
实践落地遥

渊三冤推进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演化的教育规律研究
对于学习者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规律的挖掘是

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核心袁也是智慧教育研
究的重要目标遥 从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的视角来看袁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方面院一是要在特定的
教育场景中袁通过话语尧表情尧身体姿态等多模态数据
刻画学生瞬时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袁消除多模态数据只
用于表征学生单一认知尧情感状态的弊端袁实现多模
态数据驱动的认知和情感的协同表征与动态测评曰二
是要对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动态演化机制进行细致的

挖掘袁 探究认知和情感随时间动态波动的整体趋势袁
分析影响认知和情感状态转变的关键因素曰三是要探
究学生认知和情感之间的耦合机理袁通过对野认知要
情感冶状态序列的全周期尧动态化建模分析袁厘清野认
知要情感冶的常见序列袁提炼认知和情感动态转化的
关键模式袁 挖掘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协同进化机制曰四
是面向不同教学场景袁对学生认知和情感协同的演化
规律进行梳理袁推动野情境要认知要情感要成效冶的协
同建模[19]袁实现教育规律的可观尧可测尧可评袁并推动
相关教育规律在教育实践中的大规模应用袁推动教育
教学的创新发展遥 野认知要情感冶的协同演化规律涉及

学习发生的底层机理袁是当前教育人工智能领域亟须
攻克的关键挑战袁也是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
底层保障袁未来需要进一步组织科研力量袁组建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团队袁共同推动认知和情感协同演化规
律的相关研究遥

渊四冤打造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增强的教育服务模式
从野知情共育冶智慧教育新范式的核心定位来看袁

其最终还是要通过挖掘认知和情感的协同演化规律

来优化现有的智能教育服务模式袁以推动智慧教育的
创新发展袁更好地落实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遥因此袁未
来相关研究的开展袁一是要进一步强化机器在情感建
模尧分析尧预测等方面的实践研究袁尝试利用无侵入感
知技术对学生的情绪状态进行实时监测袁深入挖掘学
生深层次的学习情感问题袁如院学习兴趣低下尧学习动
机不强尧学习态度不端正尧学习倦怠感强尧学习意志力
不坚定等袁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善的情感干预策略
库袁通过话语激励尧徽章奖励尧游戏化学习等方式帮助
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动机遥二是要利用认知建模和情
感计算的方法对学生在野认知要情感冶中的关键问题
进行挖掘袁 探究认知和情感的相互促进和制约机制袁
明确学生当前的学业问题是认知水平有限导致学习

兴趣不高袁还是学习动机不强制约了认知表现袁抑或
是学习兴致过高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判断袁以此来深入
挖掘影响学生学业发展的核心问题遥三是要打造面向
野认知要情感冶协同增强的系统化解决方案遥以往的智
能教育服务可能局限于为学生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资

源和学习路径等层面袁专注于解决学生在认知层面的
潜在问题袁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遥 而野知情共育冶背
景下智能教育服务的发生则更加专注于解决学生在

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关键问题袁例如院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数字教师袁依托学生和机器之
间的多轮对话袁既为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袁也调动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袁激发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探索
欲曰为学生设计探究式尧综合性的学习活动袁让学生通
过与机器和同伴的协商袁 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
略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经历挫折和困难袁辅之
以教师的引导和启发袁体会科学探究的乐趣袁以此来
丰富学生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袁真正实现认知和情感的
协同共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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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aradigm of Smart Education for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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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paradigm of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smart
education aims to b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education reform, focus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break the practical misconceptions of "emphasizing cognition over emotion"
and "separating knowledge and emotion" in previous research on smart education, regar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as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learning,
and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gnition-emotion" collaborative representation. It reveals the law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lead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mart
education service strategies, and assists in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aradigm of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smart
education requires to strengthen go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evaluation system, reveal learning mechanisms,
optimize service strategies, and innovate educational mod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of "cognitive emotional"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construct an
educational indicator system with "cognitive-emotional" collaborative representation,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law of "cognitive-emotional"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and create an educational service
model of "cognitive-emotional" collaborative enhanc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in smart education.

[Keywords]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New Paradigm of Smart Educati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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