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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研新范式：发轫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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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引领科学研究方法与知识发现逻辑的颠覆式创新袁推动教育研究向人工智能驱动的

第五研究范式迈进袁然而袁此新范式尚处于理论探索的初级阶段遥 通过深入剖析袁研究阐明了新范式的发轫逻辑院借助深

度学习算法与贝叶斯思维袁人工智能在科学实践中扮演着研究设计的预判先知者尧合成样本数据的智能代理者尧知识自

主涌现的推动者等独特角色遥 人工智能通过促进跨学科协作研究尧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变革尧拓展知识生产主体范围尧回

归实践价值取向尧促成新旧范式有机统合等袁深刻影响着知识发现逻辑与科学研究核心议程遥 然而袁新范式发展也面临

着机器生成幻觉知识尧挤压人类研究主体发挥空间尧计算再现性困难尧研究者人工智能素养普遍不高等挑战遥 为此袁教育

研究共同体需搭建适用于特定领域的开源大模型尧维护人类研究的主体性与首要地位尧构建适应新范式的科研伦理规

范尧强化知识发现核验制度建设尧培育研究者算法意识与人工智能素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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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24年袁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颁给了拥
有人工智能研究背景的科学家袁彰显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在推动科学研究与知识发现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遥库
恩认为袁科学革命通常是由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所触
发的袁这种转换会彻底改变科学家看待世界尧生产知
识的思维方式袁让现有范式难以解释或解决的棘手问
题迎刃而解[1]遥依托深度学习算法与贝叶斯方法袁新一
代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挖掘潜在科学问题尧探寻研究假
设尧 创新研究方法以及涌现原创知识的核心驱动力袁
能揭示仅凭传统研究方法难以捕捉的关系模式[2]袁持
续突破传统科学研究在解决复杂问题上的瓶颈袁正在

对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尧方法论尧知识生产模式产生根
本性影响遥 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袁已经被
称为是继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之后的 野第五范式冶[3]袁
或 AI for Science渊简称 AI4S冤袁其主张使用机器学习
为科学发现作出独特贡献遥 同样袁人工智能驱动的教
育科研新范式开始受到关注[4]遥 鉴于这种新范式尚处
于概念探索的初级阶段袁 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遥
因此袁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新范式的发轫逻辑尧变革
路径以及实践进路袁旨在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
研范式转换遥

二尧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转换的发轫逻辑

新范式的兴起主要归因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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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日益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遥
渊一冤赋能研究设计与假设生成的先知者
文献综述对于确定选题尧提出假设尧验证结果都

至关重要遥 然而袁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利用文献理清
领域发展趋势尧发现有价值的研究缺口尧探明未来研
究方向袁已远超研究人员信息处理的认知极限遥先进的
人工智能具备甚至超越人类专家的系统泛化能力[5]袁
通过分析研究设计尧样本量和统计方法来评估科学文
献的质量袁可承担前期科研工作中的野先知者冶角色遥
首先袁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文献综述的精确度尧详尽度袁
增强数据分析解释及理论构建的能力袁从纷繁复杂的
备选路径中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袁高质量地辅助论文
润色遥 其次袁提出可检验的假设是科学研究的核心部
分袁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信息中筛选出有意义的研究
假设尧相关变量极具挑战性遥 而大模型可以从大量文
献中提取候选假设袁 辅助预判更有前景的研究方向袁
将科学研究引向更具社会价值或学术价值的选题遥再
次袁在研究论文的同行评议与成果验证方面袁人工智
能可以执行自动剽窃检测尧数据伪造识别尧审稿评语
撰写等任务[6]遥 在验证条件受限或具有伦理风险的研
究中袁研究人员可借助智能体开展干预措施的仿真推
演与效果评估袁 规避在真实群体中开展实验的潜在风
险[7]遥最后袁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袁证据搜索与合成是一项
极为耗时且需要大量专业判断的工作遥 大模型可以自
动执行海量文献搜索尧分析及证据提取工作袁协调相互
冲突的证据尧缩短证据综合周期尧提高教育政策制定
水平遥

渊二冤模拟与生成合成式数据的智能代理
科学活动主要通过收集与分析数据来实现对客

观世界的理解袁几乎每次科学革命都深受数据收集的
规模尧方式及速度的显著影响遥当前袁科研数据已经从
小数据发展到大数据袁再到当前的智能数据遥 根据预
训练的大模型可以生成符合特定人口统计学特征的

样本数据或文本袁即合成式数据渊Synthetic Data冤[8]遥 这
种大模型代理的数据生成与收集方法是否奏效袁取决
于其能否准确地反映不同人口群体的综合化观点遥研
究发现袁部分大模型具备模拟受访对象产生渊与现实
情况一致的冤调查样本数据的能力袁能很好地替代社
会科学研究中的人类参与者[9]遥 大模型代理开始被视
为理想的社会参与者袁能够野迅速响应数百个问题而
不感疲惫冶袁 并且 野只需更少激励即可提供可靠的答
案冶[10]遥 相较于依赖异质性较高且代表性不足的便利
化样本收集方法袁大模型生成的数据能更精确地刻画
人类行为模式和社会动态特征[7]遥 例如袁在野斯坦福小

镇冶智能体中袁智能体可以模拟各类社会角色的复杂
行为袁 突破了建模训练中预设的简单行为规则限制袁
可生成符合特定要求的行为模式数据遥 同样袁通过搭
建可展现个体复杂行为模式的学习智能体袁大模型可
以用来探究学习过程机制[11]遥 大模型可通过多维参数
空间生成人类难以企及的多样化调查数据袁既能缓解
研究中因样本分布不均导致的代表性偏差问题袁又能
克服因人类参与者注意力有限尧主观反应偏差或习惯
性行为所带来的局限性遥

渊三冤转化科研数据的知识自主涌现者
大数据属于原材料性质的研究要素袁 具有低值

性尧模糊性尧异构性等特征袁如何高效收集尧建模尧分
析尧解释数据成为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遥 传统机器学
习对数据变量中复杂关系和非线性模型的处理能力

有限袁 难以深入洞察数据变量之间的深层关系模式
渊如因果关系冤遥 野深度学习革命冶正在塑造数据价值转
化的全新格局遥深度学习算法能从原始数据中自动提
取尧组合尧学习复杂特征袁实现对高维异构尧非结构化
数据的有效建模袁识别传统理论推导尧统计挖掘难以
捕捉到的复杂关系模式袁能极大地提高人们对复杂教
育问题的建模尧预测与干预能力遥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
工智能凭借其卓越的自我学习进化与模式识别能力袁
能够挖掘并揭示数据中隐藏的关联模式袁将数据转化
为可行动的知识见解[12]袁具有超越人类个体认知的知
识自主涌现能力遥 这种涌现性特征袁可以帮助研究者
跳出自身狭窄的学科思维与知识框架袁从紧密相关的
跨学科领域汲取创新养分袁从而在复杂的计算智能与
精深的学科知识之间实现深度融合遥 此外袁学科领域
的垂直大模型允许研究人员直接从教育大数据中提取

见解袁借助提示词即可回答非常专业的复杂问题[13]遥例
如袁像野AI Scientist冶一样的科学家智能体可以实现全
流程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科研袁从灵感启发尧假设生成尧
迭代实验尧数据分析到论文写作袁实现科研数据的野自
我理解冶与科学规律的野自我发现冶遥

三尧人工智能驱动教育科研范式转换的
变革路径

新范式利用贝叶斯方法来保证大模型建模的有

效性和可信度[14]袁即在没有经验渊数据冤的条件下尝试
实现对未来不确定的结果进行预测袁之后根据新经验
持续优化预测性能袁改变由人类经验主导尧依赖理论
假设的科学发现逻辑遥

渊一冤促进跨学科领域的知识融合与创新
面对复杂多样的教育现实问题袁单一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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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已难以独立应对遥学界迫切需要汇聚不同学科背
景的研究群体开展深度协作袁而新范式正是这样一种
新兴的跨学科协作机制遥 首先袁融入了跨学科知识的
大模型袁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共享的知识理解
与创造平台袁可以推动教育学与社会学尧计算机科学尧
数据科学尧统计学尧心理学等领域的深度交叉融合袁催
生诸如计算社会科学尧 计算教育学等新兴交叉学科遥
其次袁 人工智能包含处理大规模数据的建模工具袁擅
长为解决复杂问题搭建量身定制的精确计算模型[15]袁
实现对教育现象的多学科知识综合表征尧精准量化建
模以及智能深度分析遥将数据转化为科学尧可靠尧可用
的新知识袁需要在研究人员和智能机器之间构建顺畅
的信息交换机制遥 例如袁大模型可以将特定学科的复
杂概念精确地转化为另一个学科群体易于理解的表

述[16]袁帮助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建立共识遥 最后袁人工
智能促使研究人员开始对学科领域渊如社会学冤的本
质进行重新思考[7]袁按照算法思维检视与重构已有知
识基础遥 显然袁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打破教育学科与其
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壁垒袁而且能助力教育研究人
员采纳跨学科视角尧运用计算思维尧建立人机协同机
制袁进而重新界定教育科学研究与知识的本质遥

渊二冤推动教育科研的组织模式变革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教育科研组织模式发生结构

性变革袁催生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尧依托智能大模
型的有组织科研新模式遥传统教育研究往往倚重个体
研究者或小团队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袁 但在大模型时
代袁基于这种研究思维而产出的知识观点袁其科研价
值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遥教育研究需要推动科研组织
形式从传统的野作坊模式冶野孤岛模式冶向野平台模式冶
野协同模式冶发展[17]遥借助科研大模型袁不同领域的研究
人员可以共享数据尧模型和计算资源袁实现跨地域尧跨
学科的分布式协作袁构建开放式的科研共同体遥 然而袁
不同学科的研究群体往往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尧方法论尧
理论框架袁需要建立可共享的人工智能科研话语体系袁
以弥合各个学科之间的概念尧范式和认识论鸿沟遥

渊三冤拓展教育研究的知识生产主体
技术不是惰性的人工制品袁而是会积极地塑造人

类与技术的共生关系遥主流教育研究的知识生产主要
依赖人类经验积累与个人专业判断袁而机器智能在知
识生成尧创新思维等方面展现出与人类相匹敌的自主
推理能力遥这不仅动摇了人类长期独占的知识生产权
利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生产从野存量冶挖掘向野增
量冶创造的深刻转变袁引领知识发现步入人机共创的
新阶段遥 尽管人类在人机关系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袁

但当前机器智能正经历着本质性的跃进袁 人类的赛
博格化与人机融合共生趋势正在塑造全新的人机文

明[18]遥 通过持续的人机对话袁大模型可以充分感知与
理解对话语境袁研究者则借助大模型的反馈对话结果
进行知识建构袁促使研究主体由单一的人类研究者转
变为野人机共融冶的复合主体遥研究人员不再是知识创
造的唯一主体袁 也不再孤立地从事科学知识生产袁而
是与智能工具形成相互依存的野人机研究共同体冶遥因
此袁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被人类操控的辅助工具袁而是
研究人员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交流思想尧 激发直觉尧促
进知识发现的平等伙伴遥这种人机共融的知识生产主
体结构袁既保留了人类研究者在教育研究中独有的价
值判断尧创新思维尧情感理解等优势袁又充分利用了机
器智能在数据处理尧模式识别尧知识生成等方面的强
大能力遥

渊四冤回归教育科研的实践价值取向
根据贝叶斯思维袁经验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

未来预测的有效性袁新范式关注产出的知识能否有助
于预测与改变未来遥 同样袁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正在
从实证主义导向的追求确定性 尧 解释性知识
渊Explanation-oriented冤转向实用主义导向的探索不确
定性理解与复杂问题解决方案渊Solution-oriented冤遥首
先袁传统研究方法主张对教育现象的静态描述尧经验
总结和事后反思袁 而通过预测性分析尧 反事实解释
渊Counterfactual Explanation冤等方法袁人工智能可以前
瞻性地识别潜在风险袁助力研究者制订精准的预防措
施袁实现对教育对象的实时监测尧动态预警与主动干
预袁推动教育研究从被动解释现象转向主动预测与改
变现状遥 例如袁以教育仪表盘为代表的分析式人工智
能袁能实时监测学生学习行为尧教师教学策略的有效
性袁智能化地辅助用户提出干预措施和改进建议遥 其
次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生成尧模拟尧预测能力袁
既可用来构建教育系统的复杂动态模型袁 允许通过调
整参数和引入干预变量来观察模型输出的变化袁以深
入理解教育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外部影响因素袁又能用
来辅助设计干预方案袁并预测不同干预措施的教育教
学效果遥最后袁人工智能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实验
平台袁助力研究者模拟复杂动态的教育场景袁开展跨学
科的虚拟干预实验[19]遥例如袁以往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检
验某个干预策略或解决方案的实际效果袁但在野斯坦
福小镇冶 智能体中可以模拟测试不同干预的有效性遥
从事后解释尧被动观察转向提前预警尧主动干预的研
究价值转变袁促使研究人员更关注教育活动的育人实
践价值袁 超越单纯追求知识增长的功利主义科研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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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袁 避免生成看似优雅却不可用的 野黑板教育学冶
渊Blackboard Pedagogy冤袁助力教育研究的人本化尧实践
性价值转向遥

渊五冤促成教育研究范式的方法论统合
科学研究的范式演进代表了认识论尧 方法论尧思

维模式与知识生产逻辑的整体性变革遥 其中袁实验科
学渊第一范式冤建立在受控实验与变量操纵之上袁通过
经验观察与假设检验构建确定性知识袁其有效性依赖
实验的可重复性遥理论科学渊第二范式冤主张通过严谨
的数学逻辑和理论推演来构建新理论袁研究者通常从
基本公理出发袁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科学理论袁新理
论可以通过与其他已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尧逻辑自洽
性以及对新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遥 在计算科学渊第
三范式冤中袁研究人员通过数学建模与计算仿真袁建构
模拟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系统袁填补实验观测与理论推
演在捕捉复杂变量动态关系方面的不足袁但这种建模
对算力要求极高遥数据密集型科学渊第四范式冤主张对
全样本数据进行收集尧分析与挖掘袁改变假设驱动的
知识发现逻辑袁 从海量大数据中直接识别新关系尧新
模式遥如今袁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模式识别尧知识涌现方
面正在突破原有研究范式的认知边界袁以实现人机协
同的知识生产新模式遥 然而袁范式演进并非简单的线
性替代袁 而是新旧范式在科学实践中形成多维互补尧
融合印证的新生态袁共同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遥 人工
智能有潜力打破教育研究中存在的研究范式壁垒袁实
现各种范式的有机融合遥多数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
究袁 依然需要建立在全样本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
渊第四范式冤袁 通过计算建模来训练领域垂直大模型
渊第三范式冤袁结合相关教育理论对大模型生成结果进
行解释渊第二范式冤袁并采用实验对比验证大模型生成
知识的有效性与严谨性渊第一范式冤遥
不过袁人工智能的高可用性可能会引发研究范式

采用的趋同化倾向袁致使特定研究方法及问题假设在
学科领域中占据主导优势遥有学者发现人工智能主导
的科研论文及其被引率正在迅速增加[20]袁研究人员可
能会优先考虑那些适用于机器学习的研究假设袁专注
于那些便于计算量化尧建模预测尧智能生成的科学问
题遥新兴研究范式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带来方法论上的
结构性挤压袁 削弱整体知识发现机制的多样性基础袁
进而导致科学研究共同体的创造力受损遥 因此袁研究
人员应融合多个研究范式袁对尚处于发展中的新兴范
式的研究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多维互证袁让基于新范式
的知识发现能广泛应用到比大模型训练环境更多样

的教育场景中遥

四尧发展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研范式的
实践进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既对科学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深

远影响袁 又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不可控风险和挑战遥
在发展新范式的过程中袁首要任务是解决人工智能在
知识生成方面的可靠性问题遥幻觉是大模型被公认的
一个局限性袁即生成看似是合理却无意义或不真实的
信息遥 其二袁研究人员需要解决机器学习中的计算再
现性渊Computational Reproducibility冤问题遥 计算再现
性指的是独立研究者能够重复计算实验并获得与论

文手稿所报告结果相一致的能力[21]遥 人工智能的野黑
箱冶特性尧论文中缺乏详细的计算说明文档以及无法
访问相关计算资源渊如代码尧数据及计算设备冤袁都会
限制计算再现性目标的实现袁降低新范式研究的可靠
性与严谨性遥 其三袁机器智能的涌现性与主体性特征
为科研伦理规范提出了新挑战遥人们难以窥探机器自
主决策背后的推理逻辑袁这极大地增加了评价知识创
新程度尧判断学术诚信尧分配人机知识贡献的复杂性遥
此外袁众多研究人员尚不具备解释机器模型如何得出
特定结果或生成相关结论的基本能力袁提升其算法意
识尧人工智能素养迫在眉睫遥

渊一冤开发教育领域开源大模型及 AI4S学习资源
目前袁 众多先进大模型主要被私营企业所掌控袁

其训练数据和基础模型的透明度普遍较低遥 同时袁多
数科研机构及高校往往算力资源有限袁难以独自跟上
大模型的技术发展步伐袁在践行开放科学原则的过程
中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遥为此袁首先袁科研机构应联合
知名企业渊如 DeepSeek冤部署面向教育领域的开源大
模型袁构建聚焦特定科研任务的垂直大模型袁最大限
度地降低人工智能生成不实信息的潜在风险遥 最近袁
教育领域大模型建设日益受到重视袁OpenAI 推出面
向高等教育的专用大模型尧华东师范大学推出教育领
域大模型对话系统 EduChat等遥其次袁非人工智能领域
的学科专家需要掌握高效利用先进大模型的基本技

能袁甚至与人工智能专家携手袁共同作为学科领域大模
型的研发者袁 消除技术专家和学科专家之间的知识隔
阂袁开发或微调出更精准的科研大模型遥 最后袁教育科
研机构或高校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具有示范意义的人工

智能科研项目袁开发可重复访问的 AI4S资源包袁为学
科专家提供计算可再现性的操作指南与必要的访问资

源袁助力研究者掌握新范式的运作机制与研究范例遥
渊二冤维护人类研究者独特的主体性与首要性
人工智能正在动摇人类专家在科研中独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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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地位袁 教育科研的实施主体及权力结构面临重
新界定遥 首先袁强大的机器智能使研究人员无意识地
将主体性让渡于算法[22]袁逐渐挤占原本仅依赖人类的
知识创造空间袁引发人类专家身份认同弱化危机尧人
机研究贡献考量与责任分配模糊等新问题遥 其次袁随
着研究人员对大模型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袁 他们可
能会面临认知被人工智能束缚的潜在风险袁 削弱其
作为研究主体所应具备的独立判断与创新能力[23]遥尤
其是袁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思维模式的机械
化尧同质化袁形成在未经自主推理或严谨验证的情况
下直接采纳对话答案的习惯袁阻碍创造力尧批判性思
维和解决问题等技能的发展[24]遥 研究人员可能会沦为
研究语料的收集者尧算法的机械执行者尧大模型的附
庸式角色袁忽视自身直觉尧情感尧经验与人际互动在教
育现象理解与问题解决中的关键作用袁陷入野智能巢
穴冶野信息茧房冶遥最后袁人工智能的广泛采用可能会削
弱教育研究的人文价值袁导致研究人员难以深入捕捉
教育现象背后复杂的文化内涵尧社会情感以及个体差
异遥 目前袁大模型本身缺乏道德能动性袁如意识尧自我
概念尧个人记忆尧生活经历尧目标和情感等 [25]袁教育研
究离不开人文关怀尧情感理解尧具身体验与价值赋能袁
这往往是原始创新的重要源泉遥

人工智能可以赋能研究人员的科学发现过程袁但
野科学记录的发现归根结底是人类为解决科学问题而
做出的努力袁机器发挥着重要作用袁却只是人们提出
假设尧设计实验和理解结果的工具袁研究产出最终必
须源自我们头脑中那台神奇的计算机袁 并由它来表
达冶[26]遥 首先袁研究人员应明确自身在科研决策中的首
要地位渊Human Primacy冤遥事实上袁许多复杂系统的运
行 机 制 具 有 计 算 不 可 约 性 渊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冤袁难以通过简化的数据建模进行精确预
测[27]遥 然而袁在算法规训下形成的教育计算主义与程
式化理念袁可能导致在复杂教育系统中发生的真实互
动被简化为机器模型的单向输出[28]遥 其次袁坚持人工
智能的野人在回路冶原则袁将人工智能视为辅助人类独
立判断的助手与伙伴遥研究人员需要凭借其深厚的专
业知识尧富有想象力的洞察袁持续评估模型生成内容
的准确性袁及时反馈并纠正其生成偏差袁保障其他研
究者能独立复制研究遥 最后袁正如野洞穴隐喻冶中的囚
徒只观察到墙上的影子并认为它们代表现实与真理

一样袁 研究人员也会依赖大模型描述的人类经验的
野影子冶袁但这些野影子冶只为科学现象的本质提供了非
常有限的探索视角遥 从现象学角度来说袁教育技术研
究是以教育问题为导向袁主张将研究置于真实的交互

式体验与实践反思当中袁而非依赖野自明性冶的文本事
实[29]遥 研究人员需要突破这种野影子冶经验的探索局
限袁主动跳出大模型所构建的野洞穴冶袁深入观察与体
验生动真实的现实世界与社会情境遥

渊三冤构建适应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研伦理新
规范

科学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袁深受社
会文化规范的影响遥科研管理机构应完善面向新范式
的科研伦理规范袁 明确要求在学术交流与成果发表
时袁必须披露所采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并提供实现计算
再现性所需的配套材料遥 Resnik与 Hosseini提出了关
于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科研建议袁具体包括院渊1冤
负责识别尧描述并控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偏见和随机
错误曰渊2冤以非人工智能专家能够理解的语言袁披露尧
描述和解释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及局限性曰渊3冤 与受
研究影响的对象群体尧利益相关者就人工智能的应用
情况进行调查交流袁以降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曰渊4冤
在使用大模型模拟的样本数据时袁研究人员应明确指
出哪些数据是合成的袁 详述这些数据的生成过程袁并
解释为何尧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曰渊5冤明确智能工具虽不
能作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袁但研究者应充分披露人工
智能对研究的独特贡献曰渊6冤 讨论研究中涉及的人工
智能应用伦理问题[30]遥

为了规范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研究袁Kapoor等构
建了一套通用的科研规范核查方法袁 具体内容包括院
渊1冤阐述研究目标袁概述支持科学论断的目标人群或
数据分布尧选择这些人群或分布的具体理由尧使用机
器学习方法的主要动机曰渊2冤保证计算再现性袁提供必
要的数据集尧代码尧计算环境描述尧详细的计算过程说
明文档袁以及能够自动运行并生成结果的可复制代码
脚本曰渊3冤理解数据质量袁描述研究数据来源尧列出数
据抽样的框架尧 说明结果变量或目标变量的定义方
式尧报告样本量尧阐述缺失数据的处理状况袁评估数据
集的代表性曰渊4冤说明数据预处理流程袁包括如何剔除
特定样本尧 处理错误或冗余数据尧 数据转换方法等曰
渊5冤描述建模过程袁包括选用的机器学习模型类型尧选
用该模型的主要依据尧性能评估报告尧选用相关拟合
结果的理由尧模型训练时的超参设置袁以及提供可比
较的适当基线模型曰渊6冤制订防止数据泄露策略袁说明
如何保持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的独立性袁分析数据之
间可能存在的依赖关系或重复现象袁并确保所用特征
的合法性曰渊7冤报告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指标尧不确定
指标尧统计检验方法曰渊8冤报告研究适用的泛化情境及
局限性[31]遥 综上所述袁清晰地界定假设主张尧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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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学习之间的关联性袁报告所用算法模型的性能
指标袁提供所有相关资料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重复验
证和计算的可再现性袁这些新的规范要求对于保障新
范式的合规性与严谨性至关重要遥

渊四冤强化科学知识生产的核验与审查制度建设
大模型生成的信息可能存在幻觉尧深度抄袭尧群体

偏见以及依据难以追溯等问题袁 但缺乏主观意图与自
由意志的机器不满足伦理道德主体要件袁 研究人员需
要对其科学研究承担最终责任遥 对于科研管理机构而
言袁 需要构建面向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审核与知识验
证机制袁 建立人机协同的科研伦理审查制度以实现责
任闭环遥一方面袁要求研究人员在利用智能工具生成知
识或分析数据时袁应强化对训练数据尧投喂知识库的质
量控制袁 对自动生成的知识信息进行交叉验证和基线
比较遥为了提高知识生成的透明度与可追踪性袁研究人
员应详细报告数据来源尧 大模型选择依据及提示语使
用等情况遥另一方面袁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应建立适应
智能时代的学术审查体系袁通过论文评审尧数据公开尧
代码验证等方式袁 对机器学习驱动的研究过程与结论
实施严格的计算再现性验证遥同时袁应将人工智能辅助
科研活动纳入学术伦理审查议程袁 对人工智能科研项
目实行事前审查尧事中监督尧事后评估的全链条管理遥

渊五冤培育研究人员的算法意识与人工智能素养
对于非人工智能背景的教育研究人员而言袁有效

地利用高度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构成了一项重大挑

战遥 当前袁众多科学知识的表征已深度嵌入大模型的
多层参数空间袁其认知抽象程度已远超人类个体心智
的理解极限遥即便部分研究人员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智
能技术赋能科学实践袁 但仍普遍陷入 野智力负债冶
渊Intellectual Debt冤的困境袁即难以穿透算法自主决策
的认知遮蔽层遥 因此袁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算法意识

渊Algorithm Awareness冤培育体系尧发展人工智能驱动
的新兴研究技能袁已成为重塑教育学人研究胜任力的
关键路径遥一方面袁科研机构需要通过研究生教育尧专
业培训尧科研工作坊尧技能训练营等形式袁提供如野计
算教育学冶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冶等课程袁学会
高效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科学研究活动袁锤炼融合
人工智能的野人在回路冶科研技能袁塑造机器学习驱动
的教育科研新文化遥 另一方面袁重点增强研究人员的
人工智能科研伦理意识袁发挥人类专家的主观能动性
和首创精神袁防止其异化为算法附庸袁引导其在使用
智能工具时兼顾技术效能与人文关怀遥 此外袁大力推
动研究人员运用机器学习赋能科学实践袁可能会鼓励
其将人工智能应用置于科学规范之上袁导致其努力精
通野人工智能技术冶而非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冶遥
因此袁遵循明确严谨的科研规范袁具备深厚的人工智
能素养袁并在现象学意义上保持对真实教育活动的具
身体验与现实关怀袁对于学者开展人工智能驱动的教
育科研至关重要遥

五尧结 束 语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重塑袁
这一趋势在生命科学尧医学尧材料科学尧数学及物理学
等基础领域尤为明显袁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人工智能科
研文化遥 相较而言袁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研范式还
处于概念探索阶段袁多数教育研究人员尚未具备系统
实施新范式的认知与经验遥机器智能的发展速度正在
超越生物智能的进化步伐袁包括教育研究人员在内的
学术共同体应主动掌握人工智能的算法语言与认知

逻辑袁深度探讨人工智能接入科学研究的理论边界与
实践阈限袁实现工具性的野AI for Science冶向本体性的
野AI as Science冶的范式跃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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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ipient Logic,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Practical Approach

WANG Weifu1, MAO Meijuan2, YU Hui1, SUN Ruyi1

渊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2.E-Commerce School, Jiangx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chang Jiangxi 330099)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lead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logic of knowledge discovery, promot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move towards
the fifth paradigm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is new paradigm is still in its nascent stage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incipient logic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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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Internal Logic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Education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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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education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s a dynamic, two-way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 driving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his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where technological emergence begins to support educatio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er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expands the scope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whe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es education, and the prosperous stage wher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reshap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demand -oriented dimens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or the cor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It empowers application forms in the value-
oriented dimension, driving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across the full -scenario of "teaching, learning,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it empower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n the ecosystem -oriented
dimension,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educational services and
educational ethics. In the future, AI -empowered education will trend towar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tegrating knowledge, emotion and will, the spatially integrated smart scenarios, the human -machine
symbiotic educational form and the holistic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Educatio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Internal Logic;
Development Trend

paradigm: with the aid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and Bayesian thin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unique roles in scientific practice, such as the predictive precursors of research design, the intelligent
agents of synthetic sample data, and the promoter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emergence. By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model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ntities, reorienting towards practical value, and
facilita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paradig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logic of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the core agenda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paradigm also confronts challenges such as machine -generated illusionary knowledg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uman researchers' roles, difficulties in computational reproducibility, and the generally
low level of researche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 needs to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develop open-source large models tailored to specific
fields,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and primary position of human researchers, establish scientific research
ethical norms adapted to the new paradig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verification systems, and to cultivate researchers' algorithmic awarenes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 Generative AI; Fifth Paradigm;
Computational Reproduc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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