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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自 ChatGPT 问世以来 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
渊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以下简称 GenAI冤正
朝着多模态方向发展袁据不完全统计袁中国已发布 79
个 10 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袁 全球范围内 10 亿
参数规模以上的大语言模型总数已达 200 多个 [1]遥
GenAI的快速迭代袁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袁在
教育领域也引起了强烈反应袁 将推动教育数字化转
型袁促进教学模式尧教学过程尧教学评价等全方位变
革[2]遥 当前袁学界对教师 GenAI的使用意向关注较少袁
主要以技术接受类模型 渊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袁TAM冤为分析框架袁该类模型基于测评非智能
技术接纳度而开发袁未涵盖使用意向形成的内在机制
及复杂过程袁且调查对象多为科学或计算机学科的教
师袁研究结论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教师遥

研究表明袁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整合与传播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支持[3]遥 在未曾了解教师真实
意愿及其形成机制的前提下袁盲目推进人工智能与教
育的融合袁 无疑将影响其实践质量和未来的发展前
景遥 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教师袁 以认知评估理论
渊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冤尧人工智能设备使用接受
模型渊AI Device Use Acceptance Model袁AIDUA冤为分
析框架袁构建教师 GenAI使用意向新模型袁开发并应
用叶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意向测评量表曳袁初步探
索教师对 GenAI使用意向的形成机制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生成式人工智能概念界定
研究教师 GenAI的使用意向袁 首先要明确其内

涵遥 GenAI的研究起源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袁特别
是注意力机制渊Attention Mechanism冤的引入袁使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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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渊如 Transformer冤在机器翻译等任务中表现出色[4]遥
此 外 袁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渊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ds冤尧变分自编码器渊Variational Autoencoders冤
和自回归模型等算法也在 GenAI的发展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5]遥

参考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尧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7]尧欧盟 [8]尧英国教育部 [9]尧美国教育部 [10]等对

GenAI的相关定义袁其内涵可概括为院一种可以基于预
训练数据转化模型渊Pre-trained Transformer冤和自监督
生成对抗网络袁生成高质量文本尧图像尧音频尧视频及其
他格式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遥其主要特征包括院多模态
内容生成能力尧多轮次人机交互能力尧超强的信息处理
能力尧跨领域知识问答能力尧自动化学习能力[11-12]遥

渊二冤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意向主要模型述评
检索知网尧Scopus尧Web of Science尧谷歌学术等中

英文数据库袁共得到相关文献 26篇袁其中袁英文 22篇袁
中文 4篇遥 26篇文献中袁大部分是关于教师人工智能
接受度的研究袁仅有 1篇涉及教师对 GenAI融入教育
的看法[13]遥 文献中使用最多的理论为 TAM类模型渊17
篇冤袁此外还有少量文献使用扎根理论尧技术教学内容
知识分析框架 渊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TPACK冤尧 动 机要机 会 要能 力 理 论
渊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袁MOA冤等遥 TAM类模
型主要包括院 技术接受模型 渊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袁TAM冤及其扩展版本渊如 TAM2尧TAM3冤尧技术接
受和使用统一理论渊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袁UTAUT冤等遥

尽管 TAM尧UTAUT等传统模型经过了大量实证
检验袁能较好地解释用户对技术的接纳意愿袁但将其
应用于 GenAI使用意向的研究袁存在以下不足院第一袁
由于 TAM类模型不断扩展袁导致其过于复杂和冗长袁
较难操作和验证曰第二袁传统模型最初是基于非智能
技术接纳度测评而开发袁忽视了 GenAI类似人类智能
的特征曰第三袁传统模型通常未能涵盖个体使用人工
智能时所经历的复杂心理动态和多阶段评估过程曰第
四袁传统模型的主观指向性较强袁仅从接受人工智能
的向度分析袁忽视了拒绝向度遥

三尧教师 GenAI使用意向模型的构建

渊一冤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理查德窑拉扎鲁斯渊Richard S. Lazarus冤的认知评

估理论渊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冤是情绪心理学中
的一个重要理论遥 其核心观点是院情绪是个体对环境
刺激进行多轮次认知评估的结果袁情绪反应又进一步

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14-15]遥 具体而言袁当外部环境变
化时袁个体决策会经历以下过程院重要性评估阶段尧情
绪反应阶段尧行为意向形成阶段遥认知评估理论强调了
认知评估在塑造情绪和应对行为中的作用袁 为分析个
体使用 GenAI行为意向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遥

2019年袁道恩窑格索伊渊Dogan Gursoy冤等基于认
知评估理论袁开发了 AIDUA模型袁通过探索用户在三
个阶段渊初级评估尧次级评估和结果阶段冤的体验袁阐
释其对人工智能的接受或拒绝过程渊如图 1所示冤[16]遥
在初级评估阶段袁用户会根据社会影响尧享乐动机和
拟人性来评估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性遥在次级评估阶
段袁用户将进一步基于人工智能的绩效预期和努力预
期袁权衡利弊袁从而对人工智能产生情绪遥前期评估过
程决定了结果阶段袁导致用户愿意接受或拒绝使用人
工智能遥 该模型已成功应用于经济[16]尧信息科学[17]尧新
闻传媒[18]等多个领域遥

图 1 AIDUA 模型

AIDUA模型相对于传统技术接受模型袁具有以下
优势院 第一袁 模型将拟人性变量纳入其中袁 以体现
GenAI的核心特征曰第二袁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三个阶段
的评估过程袁 为深层次探索教师 GenAI使用意向的形
成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视角曰第三袁模型同时包括了
接受意向和拒绝意向袁 可以更全面地体现个体对
GenAI的使用意向遥

渊二冤变量选择及阐释
梳理已有文献袁影响教师使用 GenAI的核心变量

主要包括院社会影响尧感知人性尧准备条件尧人工智能
焦虑尧绩效预期尧努力预期尧情感尧行为意向等因素遥结
合 AIDUA模型及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特点袁 赋予其
新内涵遥

社会影响院指个体感知到的所在社会群体规范对
其使用技术的态度和压力[19]遥 当个体没有足够的知识
来作出明智决策时袁 群体规范是其决策过程的最重要
信息来源之一[20]遥 研究表明袁当技术应用的社会反响越
积极时袁教师越倾向于接纳新技术[21]遥 本文中的社会影
响除了指教师所感知到的重要他人渊领导尧同事尧学生尧
网络媒体等冤对其使用 GenAI的态度和看法外袁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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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网络新闻媒体的影响遥
感知人性院AIDUA模型中袁拟人性指物体具有人

类外观尧自我意识和情绪等人类特征的程度[22]遥 GenAI
并不具有拟人化外观袁同时袁个体也能意识到 GenAI
拟人性的表现仅是一种技术进步袁 并非具有自我意
识[18]遥 因此袁本文以感知人性代替拟人性袁侧重于强调
个体对 GenAI所表现出的类似人类智能和认知特性
的感知和评价遥

准备条件院 指为引入和使用 GenAI应具备的条
件[23]遥 准备条件分为两个维度院从外在条件看袁指教师
所感知的支持其在工作中有效学习和使用 GenAI的
设备尧资源尧培训尧服务等曰从自身条件看袁指教师应具
备的使用 GenAI的相关态度尧信念尧知识尧技能等[24]遥

人工智能焦虑院 指教师面对 GenAI应用于教育
领域而出现的不安尧沮丧尧自我怀疑尧忧虑等心理状
态[25]遥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处于较高
水平 [26]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焦虑可能是阻碍教师使用
GenAI的原因之一遥

教师使用 GenAI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袁最核心的
变量为院绩效预期尧努力预期遥 绩效预期与个体对技
术使用的期望和目的有关[27]遥 努力预期指个体对学
习和使用技术努力的感知遥 在假设模型中袁绩效预
期和努力预期是情绪生成的直接前因遥 绩效预期
高袁即教师认为 GenAI 能提供更优质的教学体验和
服务袁可能会引发积极情绪曰努力预期高袁即教师认
为使用 GenAI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袁可能会引发消极
情绪遥

情绪院代表了个体对使用 GenAI时所产生的情绪
反应[28]遥 情绪变量在模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袁是连接
社会影响尧感知人性尧准备条件尧人工智能焦虑等前因
变量和行为意向的桥梁遥积极情绪可能增加教师接受
人工智能的意向袁消极情感可能导致拒绝使用[29]遥

行为意向院 指一个人执行或不执行某项动作的
意愿[30]遥 本研究中的行为意向分为两个维度院接受使
用和拒绝使用遥 接受使用指教师在工作中愿意使用
GenAI曰拒绝使用指教师在工作中反对使用 GenAI遥

渊三冤假设模型的构建
以认知评估理论尧AIDUA模型为主要参考袁 在系

统梳理教师使用人工智能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袁 调整外
生变量及研究假设袁构建新的假设模型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基于假设模型袁教师 GenAI 使用意向的形成可
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院认知评估阶段尧情绪反应阶
段尧意向形成阶段遥 认知评估阶段院教师根据社会影
响尧感知人性尧准备条件尧人工智能焦虑等因素评估

GenAI与教育教学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曰 情绪反应阶
段院基于初级评估袁教师将进一步根据绩效预期和
努力预期来评估使用 GenAI 的收益和成本袁进而产
生相应的情绪体验曰意向形成阶段院教师所产生的
情绪反应将转化为接受或拒绝使用 GenAI 的行为
意向遥

图 2 假设模型

四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量表的编制
量表所有题项均来自高水平期刊文献中的成熟

量表袁经过野文献系统梳理要专家问询要预调查要修
订要正式调查要再修订要验证冶等多次迭代袁最终形
成叶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意向测评量表曳遥 其中袁
第一部分围绕性别尧教龄尧学历尧所在学校地区尧任教
学段尧职务尧了解人工智能的渠道尧使用类型及频率等
教师的基本信息袁调查其对 GenAI的整体认知及使用
经验遥 第二部分测量社会影响尧感知人性尧准备条件尧
人工智能焦虑尧绩效预期尧努力预期尧情绪等因素对教
师 GenAI使用意向的影响遥量表整体采用李克特五点
量表形式袁1~5 选项分别对应 野非常不同意冶野不太同
意冶野一般同意冶野比较同意冶野非常同意冶遥

渊二冤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在李克特量表中 袁 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

Cronbach's 琢系数及分半信度系数遥 经分析袁 量表的
Cronbach's 琢 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 0.925 和
0.804曰各维度 Cronbach's 琢系数为 0.752耀0.954袁分半
信度系数为 0.769耀0.945遥 结果说明问卷结构的内部
一致性较好袁测量结果可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遥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分析遥内容效

度方面袁参照国内外成熟量表袁结合中小学教育教学
特点编制问卷袁 经过多轮专家咨询和教师修订等环
节袁保证了测试题项的设计逻辑与内容效度遥 建构效
度方面袁 需要对量表进行 Bartlett's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袁确定问卷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遥结果显示袁样本
数据的 KMO 值为 0.907袁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 字2 值

为 11586.691袁渊 =0.000<0.05冤袁 说明量表适合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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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遥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袁测试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均

处于 0. 5以上袁 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均大于 0.5袁且
组合信度 C砸值均大于 0.7袁 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聚
合效度遥区分效度结果显示袁除了绩效预期 AVE的平
方根值略小于其与感知人性的相关系数值外袁其他变
量的 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袁说
明量表题项的区分效度良好遥 综上所述袁量表的测试
因子与题项之间的对应结构合理袁能较准确地测量教
师对 GenAI的使用意向遥

渊三冤量表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采用整体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袁通

过网络发放的方式袁从我国东尧中尧西部抽取 K-12阶
段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遥 共发放 1264份袁 有效问卷
955份袁有效率为 75.55%渊见表 1冤遥
表 1 调查样本特征

五尧研究结果及讨论

首先袁通过描述性统计尧比较平均值分析袁了解教
师对 GenAI的整体认知及使用意向曰其次袁对假设模
型进行检验与修正曰最后袁阐释教师 GenAI使用意向
的内在机制遥

渊一冤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整体认知及使用意向
本研究主要从教师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渠道尧使用

类型及频率三个方面调查其对 GenAI的整体认知遥结
果表明院 网络媒体是教师了解 GenAI 的主要渠道
渊36%冤袁其次是培训学习尧娱乐活动渊如游戏尧电影尧电
视节目等冤渊18%冤遥 在调查的 955名教师当中袁经常使
用的人工智能类型是智能备课尧学习辅导尧课堂管理
等系统渊42%冤袁有 74%的教师未使用过 GenAI遥 概言
之袁教师对 GenAI的了解渠道单一袁认知较少袁使用经
验有限遥

教师 GenAI的使用意向主要从接受使用和拒绝
使用两个维度展开调查遥 整体而言袁教师对 GenAI接
纳度较高袁 均值为 3.96袁 拒绝度相对较低袁 均值为
2.78遥 可见袁虽然教师对 GenAI的认知少袁经验有限袁
但对其使用持积极态度和看法袁愿意学习并尝试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袁支持将其融入教育教学遥 在拒绝使用
维度中袁教师认为袁当前 GenAI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
人性化渊均值为 3.07冤袁这可能是阻碍教师使用 GenAI
的原因之一袁 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袁这
一问题将能得到较好解决遥

进一步对不同教师群体 GenAI的使用意向进行
比较遥 由于在调查样本中袁西部地区尧学前及高中阶
段的教师较少袁在区域及学段层面袁仅比较了东部和
中部尧 小学与初中阶段的教师 GenAI使用意向的差
异性遥 接受使用维度院在性别层面袁男性 GenAI使用
意向的均值渊4.10冤略大于女性渊3.89冤袁存在显著差异曰
在地区层面袁市区教师 GenAI使用意向均值渊4.03冤略
大于乡村渊3.89冤袁存在显著差异袁市区与县城教师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曰在学段层面袁初中教师 GenAI使
用意向的均值渊3.95冤略大于小学教师渊3.93冤袁存在显
著差异遥除此之外袁不同区域尧不同教龄的教师群体在
接受 GenAI意向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反对使用
维度院 不同群体教师的 GenAI使用意向的差异性均
不显著遥

整体而言袁人口学变量基本不影响教师对 GenAI
的使用意向遥其原因可能在于袁从国家政策来看袁无论
教师之间的性别尧教学经验尧教育程度等有何差异袁教
育部门都要求教师具备人工智能教育的数字能力或

素养遥
渊二冤模型的检验与修正
为了探究教师 GenAI使用意向的内在机制袁需要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遥修正
后的模型如图 3所示袁 虚线带箭头的线条为新增路
径袁实线带箭头的线条为假设模型中的预设路径遥 经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渊%冤

性别
男 289 30.3
女 666 69.7

区域

东部 524 54.9
中部 419 43.9
西部 12 1.2

地区

市区 372 39.0
县城 238 24.9
乡村 345 36.1

学段

幼儿园 51 5.3
小学 619 64.8
初中 253 26.5
高中 32 3.4

教龄

0~5 年 151 15.8
6~10 年 126 13.2
11~15 年 148 15.5
16~20 年 101 10.6
20年以上 429 44.9

学历

中专 2 0.2
专科 70 7.3
本科 812 85.1
硕士 70 7.3
博士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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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袁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袁各项指标均达到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要求渊见表 2冤遥

图 3 修正模型

为了与假设模型作比较袁修正模型中的观测变量
和误差项均未显示在图中遥修正后的模型相对于假设
模型袁作了如下修正院

第一袁在假设模型中袁预设社会影响对绩效预期
产生直接正向影响渊H1冤袁对努力预期产生直接负向
影响渊H2冤遥 经检验袁H1成立袁H2不成立袁社会影响作
用于努力预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56袁其绝对
值小于 0.19的可信度要求袁删除野社会影响寅努力预
期冶这条路径遥另外袁假设模型中未考虑社会影响对感
知人性和人工智能焦虑的影响遥 描述性统计表明袁教
师对 GenAI的认知及使用经验有限袁 相关内容知识
渊Content Knowledge冤 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话语遥 因
此袁增加野社会影响寅感知人性冶野社会影响寅人工智
能焦虑冶两条路径遥

第二袁在假设模型中袁预设准备条件对绩效预期
产生直接正向影响渊H5冤袁对努力预期产生直接负向
影响渊H6冤遥 经检验袁准备条件作用于绩效预期尧努力
预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22尧-0.077袁绝对值
小于 0.19袁原假设不成立遥其原因可能是院从外部条件
看袁当前的 GenAI大多为开源工具袁且有免费版本袁无
须额外设备及支持即可轻松使用遥 从内部条件看袁由
于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处于初始阶段袁教师并不确
定该如何学习尧怎样使用人工智能[31]遥 因此袁教师在形
成 GenAI使用意向的过程中袁可能并不关心是否具备
野准备条件冶遥 在修正模型中删除准备条件这一变量遥

第三袁在假设模型中袁预设人工智能焦虑对绩效
预期产生直接负向影响渊H7冤袁对努力预期产生直接
正向影响渊H8冤遥经检验袁H7不成立袁H8成立遥如前文
所述袁教师感知的绩效预期主要来自社会影响遥 研究
同时表明袁教师并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取代自身袁其主

要顾虑是袁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袁需要变革教育教学
模式袁这可能意味着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32]遥 因此袁人
工智能焦虑会对努力预期尧接受或拒绝使用 GenAI产
生直接影响遥在修正模型中袁删除野人工智能焦虑寅绩
效预期冶袁增加野人工智能焦虑寅接受使用 GenAI冶野人
工智能焦虑寅拒绝使用 GenAI冶两条路径遥

第四袁在假设模型中袁未考虑绩效预期对努力预
期和接受使用 GenAI意愿的影响遥 研究表明袁相对于
简单减轻工作负担袁教师更关注新技术能否提高教学
成效[33]遥因此袁绩效预期比努力预期更有解释力遥在修
正模型中袁增加野绩效预期寅接受使用 GenAI冶野绩效
预期寅努力预期冶两条路径遥

渊三冤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意向内在机制分析
基于修正模型袁教师 GenAI使用意向的内在机制

可从两个维度渊接受使用尧拒绝使用冤尧三个阶段渊认知
评估阶段尧情绪反应阶段尧意向形成阶段冤进行分析遥
接受使用 GenAI的内在机制遥 认知评估阶段院社

会影响一方面直接影响绩效预期袁 另一方面通过感
知人性间接影响绩效预期遥 具体而言袁如果教师所在
社交群体尧网络媒体积极看待尧鼓励使用 GenAI袁则教
师更有可能认为使用 GenAI是有效的遥 通过社会影
响袁 教师了解到 GenAI具有多种模拟甚至超越人类
智能的特征袁进而认为其能够为工作减负增效遥 从回
归系数来看袁野社会影响寅感知人性寅绩效预期冶要
比野社会影响寅绩效预期冶更普遍尧有效遥 情绪反应阶
段院同样存在野绩效预期寅情绪冶野绩效预期寅努力预
期寅情绪冶两条路径遥 这意味着袁教师会进一步评估
GenAI是否会与其协同完成教育教学任务遥如果认为
GenAI可以促进工作减负增效袁 则会获得积极情绪遥
从回归系数看袁野绩效预期寅情绪冶这一路径更有效尧
普遍遥 意向形成阶段院 存在 野绩效预期寅接受使用
GenAI冶野情绪寅接受使用 GenAI冶野人工智能焦虑寅接
受使用 GenAI冶 等三条路径遥 综上所述袁 教师在对
GenAI的感知尧使用过程中袁如果接受并认可其价值袁
获得愉悦感和满足感等情感体验袁 且未产生较高的
焦虑情绪袁 则更容易形成接受使用 GenAI的行为意
向袁 在三条路径当中袁野绩效预期寅接受使用 GenAI冶
更为普遍遥

拒绝使用 GenAI的内在机制遥 认知评估阶段院社
会影响通过人工智能焦虑间接影响努力预期遥教师如

拟合指数 字2 / RMR GFI AGFI SRMR NFI CFI IFI RMSEA
实际值 2.988 0.046 0.925 0.910 0.048 0.946 0.964 0.964 0.046
临界值 约3 约0.05 跃0.9 跃0.9 约0.05 跃0.9 跃0.9 跃0.9 约0.08

表 2 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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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过其所在社交群体尧网络媒体感知到的是 GenAI
的应用需要改变原有的教育教学模式袁则自然会处于
较高的焦虑状态袁进而增加努力预期遥情绪反应阶段院
其路径与上文相同要要要野绩效预期寅情绪冶野绩效预
期寅努力预期寅情绪冶遥 教师进一步根据绩效预期和
努力预期评估使用 GenAI的收益和成本袁这将影响他
们的情感体验遥如果教师认为 GenAI不仅与自身工作
相关性不大袁还会增加学习和使用成本袁则会产生不
满尧沮丧等消极情绪遥 意向形成阶段院存在野人工智能
焦虑寅拒绝使用 GenAI冶野情绪寅拒绝使用 GenAI冶等
两条路径遥如果教师在隐私侵犯尧伦理违背尧歧视与偏
见尧 学习与使用等方面存在较高的人工智能焦虑袁则
可能会拒绝使用 GenAI遥如果教师对 GenAI的体验存
在不满尧无趣尧失望等消极情绪袁则可能会拒绝使用
GenAI遥 从回归系数看袁相对于消极情绪袁人工智能焦
虑是教师拒绝使用 GenAI的主要影响因素遥

六尧结论及不足

渊一冤使用意向院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持
积极态度

总体而言袁教师虽然对 GenAI的认知较少尧使用
经验有限袁但对其使用持积极态度和看法袁支持将其
融入教育教学遥 这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袁教师并不担
心人工智能会取代自身职业袁且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促
进教学工作[34]遥 其原因在于袁一方面袁GenAI无须额外
支持即可轻松使用曰另一方面袁教师认识到 GenAI具
有的类人性特征可以促进其工作提质增效遥

渊二冤内在机制院表现为两个维度尧三个阶段的认
知过程尧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
当前袁 学界对教师 GenAI的使用意向关注较少袁

且主要以 TAM类模型为分析框架遥 该类模型基于测
评非智能技术接纳度而开发袁未涵盖使用意向形成的
内在机制遥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估理论及 AIDUA模型袁

以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袁初步探索了教师对 GenAI
使用意向的形成机制遥 研究发现院教师 GenAI使用意
向形成的内在机制颇为复杂袁表现为两个维度渊接受
使用尧拒绝使用冤尧三个阶段渊认知评估阶段尧情绪反应
阶段尧意向形成阶段冤的认知过程尧心理机制和行为模
式遥 从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关系及回归系数来看袁教师
对 GenAI人性特征的感知尧绩效预期尧行为意向等主
要来自社会影响袁野社会影响寅感知人性寅绩效预
期寅接受使用 GenAI冶是更为普遍的教师 GenAI接受
使用意向的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遥当前导致教师拒绝
使用 GenAI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智能焦虑遥 如前文所
述袁教师并非焦虑其职业被取代袁而是担忧随之而来
的教育教学变革袁不确定该如何学习尧使用人工智能遥

为提高教师对 GenAI的接受度袁需提供更多的专
业发展及使用 GenAI的机会袁 增强其使用能力和信
心曰培训研修应侧重于通过实践活动使教师在真实教
学环境中使用 GenAI技术曰研发者与教育者需协同合
作袁开发易于使用尧决策透明的人工智能工具袁使教师
用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充分理解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

教学创新遥
渊三冤研究局限院还需通过后续研究进一步对模型

进行优化与验证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遥 首先袁从模型的适用范
围来看袁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以小学及初中教师为主袁
同时包含少量学前及高中阶段的教师袁后续研究还需
进一步增加对学前及高中阶段教师的调查遥 同时袁模
型是否适用于高校教师及师范生关于 GenAI使用意
向的测评有待进一步检验遥 其次袁从模型的核心变量
来看袁仅包括社会影响尧感知人性尧人工智能焦虑尧绩
效预期尧努力预期尧情绪尧行为意向等因素袁难以完全
厘清教师使用 GenAI的认知过程尧心理机制和行为模
式袁还需通过后续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袁引入新的变量袁
对模型进行优化尧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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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NG Yanjie
渊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has a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mpact on
education, bu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GenAI. The study took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 AIDUA model,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to preliminarily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GenAI.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eachers have limi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th GenAI, they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ts use, support its integration into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do not worry about being
replaced.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GenAI use intention manifests as a cognitive proces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behavioral pattern with two dimensions (acceptance of use and rejection of
use) and three stages (cognitive appraisal stage, emotional response stage and intention formation stage).
The "social influence 寅 perceived humanization 寅performance expectancy 寅 acceptance of using
GenAI" pattern represents a more universal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 intention to accept
GenAI. AI anxiety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eachers' rejection of GenAI use. Therefore, to
enhance teachers' acceptance of GenAI,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rease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of GenAI, reducing their use anxiety,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Keywords] Teacher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DUA Model; Intention to Use; Form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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