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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工作：挑战与出路

周洪宇袁 余江涛

渊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袁 湖北 武汉 430079冤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催动人类社会加速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袁重构教师工作整体图景袁引发教师发展的

深刻变革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袁将推动教学范式革新袁提升教育教学活动有效性袁提升教

师工作效率袁为教师减负袁形成人工智能驱动的教师成长生态遥 但其在教育领域的快速内嵌将对教师育人初心尧教师角

色尧教师主体性和师生情感空间产生剧烈冲击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工作是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袁但教育的价值

和文明意蕴则要求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鸣以应对这一必然遥 因此袁要坚守教育真谛袁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生命自觉曰加

强素养培育袁以 AI素养提高教师工作胜任力曰坚持野以学定教尧智能为辅冶袁强化教师主体性曰构建智能学习共同体袁重塑

师生交往样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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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 ChatGPT横空出世前袁数字技术早已不同程度
地介入教育活动袁数字技术所隐含的数学思维和所生
成的机器程序显著提升了教师工作的效率遥 ChatGPT
宣告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袁其以信息论尧控制论和
概率论等为思想基础袁以预训练尧大模型和生成性等
技术特质为支撑袁通过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等方式袁 具备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袁在
知识尧技能和心理接受性等方面为人类大规模使用人
工智能进行了教育启蒙遥

直到 DeepSeek 异军突起袁 通过混合专家模型
渊Mixture of Experts袁MoE冤尧群体相对策略优化渊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袁GRPO冤尧多头隐式注意力
渊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袁MLA冤等创新技术袁以传
统大模型 5%~10%的成本实现了与世界顶级闭源模
型相当的性能袁 挑战了依赖规模化资源投入的 AI发

展范式[1]遥 DeepSeek的开源战略和去中心化 AI进化
模式袁造就了其更加强大的认知理解尧推理和反馈能
力袁将不断超越 ChatGPT尧Sora 等野传统冶GenAI袁打破
闭源 AI推进野数字圈地运动冶的技术霸权主义和野数
智神话叙事冶[2]袁为人类真正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提供
关键契机遥如果说 ChatGPT的出现使人们惊奇地发现
人类野开启了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冶[3]袁DeepSeek的爆火
则真正意味着人类找到了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

希望与方法遥 DeepSeek秉持技术共融共享的发展理
念袁呈现出数字技术的共同体进化特征袁其在教育领
域的不断渗透尧 介入将催动教育进入 野DeepSeek时
刻冶遥 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以其前所未有
的变革性力量催动人类社会加速迈向通用人工智能

时代袁重构教师工作整体图景袁引发教师发展的深刻
变革遥所有教师都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向教师工作发起
的挑战袁人工智能再也不能被视为教师教学的简单辅
助工具袁教师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接纳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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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遥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性介入袁教师
既要与时俱进认知其教育价值及其对人类教育的重

塑袁也要基于教育的教育性与伦理性评估其对自身工
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袁 恰恰是教育的价值和文明意
蕴袁才确立了人工智能在教师工作和教育活动中的自
在基础和自为途径遥

二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工作的基本逻辑

人类社会正在快速跑进 野超级数字化 冶
渊Hyperdigitization冤时代 [4]袁人工智能已经走过以符号
逻辑与数值计算为核心的计算智能阶段和基于感知

模仿与深度学习的感知智能阶段袁正处于认知智能突
破的关键期遥 以 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颠覆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原有范式袁深刻影响着人类生
产方式的变革和创造力的边界遥它正在以不可抵挡的
技术力量实现对整个教育的智能化改造与重塑袁使人
工智能成为教师教育教学的技术性野器官冶袁改变了教
师工作的底层逻辑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工作迎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袁普及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推动
教学范式革新袁以人机共进的野双螺旋冶模式提升教育
教学活动有效性袁把教师从机械性尧重复性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袁为教师减负袁形成人工智能驱动的教师成
长生态遥

渊一冤教学范式革新院人机共进的野双螺旋冶模式
以往的教学活动中袁教师作为主导者在尊重学生

主体性的基础上控制教学活动袁学生则主要负责接受
已有的知识体系袁这一过程缺少输出和创造知识的机
会遥这种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野师要生冶教学范式已经
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快速变化遥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冲击着教育工作者的野权威冶袁教
师必须思考现有教学范式能否培养智能社会发展所

需要的人才遥 人工智能将更新教师专业资本要素尧变
革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尧重塑教师角色结构尧提升教师
智能教育素养袁进而推动教师工作实现野人工智能+冶
基础上的内涵深化尧结构转型与范式变革遥 生成式人
工智能源于其预训练大模型的研发模式而具备模型

通用性袁以 DeepSeek为例袁其在自监督学习阶段能够
通过海量学习教学内容尧教学专业知识等完成野通识冶
教育袁而后根据不同的教学应用场景袁用与场景相关
的少量数据进行微调而完成野专业冶教育遥基于这种底
层通用能力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容易具备野类教师冶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袁进而通过多轮对话形式协助教师开
展备课尧课堂教学尧知识问答尧学生管理尧学业督导等
工作遥虽然现阶段的预训练大模型尚未达到通用人工

智能的水平袁但仍然比传统的深度学习更具通用性[5]遥
未来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不断向通用人工智能迈进袁
不断嵌入现有教育体系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与

教师人机共进的野双螺旋冶教学模式遥
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组成的野双螺旋冶教学模式

既能够完成传统教学模式所需要的教学目标制定尧课
程设计尧价值塑造尧知识传递等活动袁也能够借助数据
分析技术尧智能对话教育和个性化支持方式实现自适
应学习尧智能辅导尧教学数据分析等遥 DeepSeek作为
国产开源 AI大模型袁凭借其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尧低
部署成本和本土化优势袁以及其多模态交互能力和长
文本处理特性袁使沉浸式教学尧精准化辅导等场景大
规模落地成为可能遥 当前袁 全国 137 所中小学的
DeepSeek校园智算一体机应用数据显示袁 该技术使
备课效率提升 60%袁学情分析时效压缩 80%袁标志着
基础教育进入野人机共进冶新阶段[6]遥 新的教学范式实
现了教师价值引领尧AI生成学习方案尧 师生共同学
习尧AI实时记录分析尧教师调整教学策略的动态教学
循环遥同时袁人工智能教师的存在使课内与课外尧线上
与线下相融合袁实现了师生在物质空间尧社会空间和
精神空间的共同发展遥教学范式革新将伴随着学习范
式的改变袁推动学习者在面对问题时能够主动探索和
尝试袁寻求高质量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袁产生野生成式
学习冶[7]遥

渊二冤工作效率提升院人工智能重塑教师工作时间
人机共进的野双螺旋冶教学模式通过教师与人工

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效能最大化遥时间社会
学视域下袁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细化赋予了时间以商
品化价值袁催生了时间的商品化[8]遥教育作为社会分工
的一个领域袁便成为其他劳动者购买教师工作时间以
换取教师服务的场域遥 人们越发野把教育看成一种服
务业袁一种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袁而把受教育看成一
种消费冶[9]遥 在此背景下袁教师工作时间呈现出高度序
列化的特点袁教师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被嵌套于一定
的时间表格之中袁 这就使得教育活动的开展时间尧做
准备工作的时间尧结束工作之后的总结时间袁乃至教
师离校后的生活时间都被纳入教师工作时间当中遥高
度序列化的教师工作时间并未提高教师工作的自动

化程度袁反而加重了教师工作负担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
介入教育领域将推动教育的数字化尧 智能化转向袁赋
予序列化的教师工作时间以自动化特征袁从而节省教
师历时性的序列化工作时间袁并且由于技术赋能催生
的野用时间消灭空间冶的时空压缩效应使教师的工作
时空得以简化和缩短遥 在实践中袁诸如科大讯飞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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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大模型的 AI学习机尧 清华大学基于 GLM4模型
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教等袁均能够显著提升教师工作效
率袁减轻教师工作负担遥

从技术哲学视角审视袁DeepSeek 通过系统整合
人类专家知识并构建以人机协同为核心的新型认知

架构袁突破了传统技术决定论的局限袁一定程度上规
避了工具理性至上可能引发的偏颇袁实现了效能提升
基础上的内生驱动遥 以 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袁一方面袁将教师从知识传授的重任中解放或
部分地解放出来曰另一方面袁将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尧
程序性尧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袁减少教师智力投入
与时间精力消耗袁使教师有充分的野闲暇冶投入创造性
的育人活动遥 人类教师的野间歇在线冶和人工智能的
野永续在线冶相互结合袁将会重塑教师工作时间袁推动
师生朝向美好教育生活不断迈进遥

渊三冤共同体进化院人工智能驱动的教师成长生态
实际上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

提升教师工作的效率袁其对教师工作时间的重塑必然
涉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议题遥 马克思认为袁在未来社
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袁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冶[10]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推动社会
分工重塑袁融入社会分工的每一个环节袁在此基础上
形成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野智能社会共同体冶遥
教师与人工智能在这一野现实的共同体冶中源于相同
的智能发展逻辑以实现共同进化遥 同时袁生成式人工
智能能够在逻辑推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猜测袁特
别是经过长期训练而形成的巨型神经网络能够以近

乎人无意识的方式去认知数据中隐含的规律袁使其运
行结果呈现出与人类智能行为的一致性 [11]遥 例如袁
DeepSeek通过生成性预训练转换系统袁 以及持续深
度学习和强化反馈机制袁在海量数据的不断野投喂冶下
进行模型优化和进化袁 表现出与人类智能相同的生成
逻辑遥 由此袁野人类大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袁都是不断
适应和处理复杂认知活动的进化过程袁在达到相当规
模时都出现了内在的涌现机制导致功能发生跃变冶[12]遥
无论是教师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袁其进化与发展本质上
均是在与外在环境的深度交互过程中实现的袁也将共
同在这种交互活动中学习和进化遥既然教师的发展是
与外界交互学习的结果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师工作
的结合必然促成 AI驱动的教师成长生态袁 赋能教师
智能发展袁催生教师劳动与生命成长形态的变化遥 一
方面袁AI驱动的教师成长生态为教师实践活动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和工具支持袁改变了教师劳动的基本形
式和劳动内容曰另一方面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教师

专业知识的构成要素和实践活动的工具袁能有效地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13]遥 也就是说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嵌
入教师教育生活既部分地解放了教师袁又作为教师成
长生态的构成要素促进教师智能的进化与发展遥应当
注意的是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化与发展离不开人类
价值偏好的反馈遥在教师与人工智能共同进化的过程
中袁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认知人工智能及其背后算
法的局限性袁肯定教师的主体性是推动这一共同体进
化的根本动力遥

三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工作的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型人机交互技术在教师

工作领域的应用实现了教师工作野器物冶之维的巨大
进步袁并在野道冶的维度对原有教育规范体系等带来深
层次影响遥 因此袁必须科学认识人机交互对人的主体
性所带来的隐忧袁 正视技术背后所隐藏的伦理风险袁
从而超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认知偏差与治理失序遥

渊一冤技术入侵院工具理性消磨教师立德树人初心
当教育进入野DeepSeek 时刻冶袁人工智能技术有

效减轻教师负担不再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袁而是当下正
在发生的现实遥当教师从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中解放
出来时袁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教师将有更加充足的时
间精力投入学生的思想尧情感尧创造力等只有人类教
师才能充分胜任的教育活动中去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
看袁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基础袁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在教育活动中解放自
己袁走向创造性尧审美性的教育生活的过程遥 但是袁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数据尧算法和算力袁内蕴
着对极致效率的追求袁而不是对真善美的向往遥 当技
术速度与效率思维不谋而合袁主体生命时间被钟表时
间不断挤压袁 每个人都成为困于系统的加速机器[14]袁
技术入侵构筑起教育的野伪需求冶袁导致教育偏离认识
世界尧全面育人的本质性功能[15]遥 如果人类不能未雨
绸缪袁智能技术带来的将不是更加美好的尧生生不息
的教育生活袁而可能是社会失控尧教育失能等野灰犀
牛冶式的灾难遥长期以来袁教师教育过分强调教师对社
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工具性价值袁片面地追求教育的
标准化尧绩效化袁学校大规模尧批量化培养人才袁教师
教学实践逐渐偏离教育本质袁忽视了学生成长规律和
教育关怀遥教师习惯于把知识教学尧结果判定尧考试甄
别尧成绩表现当成教育的本义袁人格养成尧创新精神尧
科学素养尧艺术审美等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被忽视袁教师自身专业成长更无从谈起遥 如果将教
育视为知识传授袁 人工智能取代教师便是合理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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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袁但教育还包括价值的引导尧心灵的对话尧情感的沟
通等遥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改造教育的过程中主动
适应技术的规定性袁伴随着的是人的存在被工具化的
可能[16]遥 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看袁科技的确
为人类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袁但人类如果不能进行
合理的技术批判而任由科技野自主演进冶所带来的消
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遥 总之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代
表的工具理性会形塑教师野使用冶的惯习袁这是人性的
当然面向袁但若教师在遇到复杂的教育性问题或关涉
道德人性发展问题时袁 本能性地寻求人工智能的帮
助袁教育的本质便被教师自主野抛弃冶了遥 此外袁从学
生主体视角看袁人工智能教师无时无处不在袁当学生
遇到任何事情都野渴望冶得到人工智能的回答时袁教师
的野权威性冶被消解和挑战袁教师的积极性也必然受到
挫败遥

渊二冤角色混乱院智能社会促逼教师角色扩充转型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催生野机器是否

取代人冶的争论遥 DeepSeek所具有的通用性和生成性
特征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袁推动人类社会快
速进入智能社会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野教师是否会消
失冶的讨论遥 传统教学蕴含着教师作为野先知者冶具备
促进学生知识建构与生命成长的能力预设袁但生成式
人工智能超强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和数据库资源使

用能力使得这一隐藏逻辑被推翻遥 例如袁目前多数教
师对学生使用 DeepSeek解题尧完成作业尧撰写论文等
行为还无法适应袁甚至无所适从遥此外袁科学应对大模
型的野幻觉问题冶也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挑战遥所谓幻觉
是指大模型生成的内容看似准确但实际上是其编造

的袁DeepSeek极其擅长对输出内容进行学术化包装尧
逻辑闭环设计和跨学科缝合袁通过虚构文件尧页码尧专
业名词等进行野完美冶的逻辑推演袁普通使用者的知识
储备和思维能力难以纠错袁 即使使用者指出具体错
误袁模型仍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再野编造冶遥 当用户询问
DeepSeek问题时袁其倾向于猜测用户意图袁并给出积
极的或支持性答案袁 试图满足用户期待 [17]遥 面对
DeepSeek 如此强大的野通情达理冶能力袁教师角色认
知容易出现暂时性混乱遥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生成的
过程建立在数理统计方法和庞大的人类语料库基础

上袁这就使 AI所生成的知识难以超越人类语料的野均
值冶要要要野常人知识冶遥 而教师一方面由于时间精力的
有限难以形成乃至超越人工智能所掌握的 野常人知
识冶袁 另一方面要掌握好人类知识的精华以求文明传
承袁由此陷入一种对自身角色的矛盾性体验中遥同时袁
工业社会的教育优绩崇拜在智能社会进入全新的技

术构境袁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与人工智能的合谋驱使
智能社会的教育陷入更为复杂的绩效博弈之中遥教师
不仅需要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挑战袁还
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克服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在智能

社会的进一步巩固遥面向智能社会袁生成式人工智能
重新定位了教师工作和教师角色袁 教师必须以人类
智能掌控人工智能袁提醒学生审慎地使用人工智能袁
提升学生鉴别错误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遥

渊三冤伦理危机院智能拜物教压抑教师自我意识
人工智能催生着野数字教育冶野智能教育冶野智慧教

育冶等教育新样态袁智能技术俨然一副以教育的自动
化解放人之身体的面貌袁使教师获得前所未有的时间
自由和空间自由袁使教育看起来像是野朝向一种新文
明的历史的超越冶[18]遥 然而袁由于人工智能的野无所不
能冶及其与人类意识的非主观性对抗渊对人类意向性
的迎合本身也是对人类意识的对抗冤袁 使其显现出对
人类文明所依赖的各种伦理关系的破坏和影响袁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个人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依赖和信

仰而发生异化袁个人甚至可以凭借野全知全能冶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而选择野退出社会系统冶[19]遥其中隐喻着一
种新的拜物教形式要要要智能拜物教袁 即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急速进化袁 人工智能的技术化表现使人类
形成了对智能技术的特殊的野魅冶遥 这种野魅冶是人类
智能的自我抽象袁占据了社会意识的重要位置遥 人类
智能和技术的抽象化发展使人类的劳动越来越机械

化袁野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袁而让机器来代替他冶[20]遥
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可以把握为对物的崇拜袁 实质上
是物化社会关系的崇拜袁 这种崇拜在人类社会意识
中被投射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袁 是对技术力量的高度
自信[21]遥 但是人工智能的崇拜归根结底是一种野魅冶袁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物化后的虚幻形式袁在智能拜物教
的侵袭下袁人自身不见了遥当学生甚至教师自身都被拥
有强大算力和野神秘冶算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赋野魅冶之
后袁 对人工智能的普遍性信赖逐渐占据师生教育交往
乃至整个教育生活袁教师自我意识便被教师野自我冶压
抑了遥

渊四冤情感钝化院智能教师挤压师生情感空间
人工智能教师不断介入教师生活并在课堂教学尧

家庭教育尧 社会教育场域深度影响学生的教育生活袁
从而不断挤压师生情感空间遥人工智能教师的运用使
教育教学模式由传统的野教师主导尧学生主体冶转变为
野师要生要机冶合作共生袁人类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优
势互补尧相互协作袁学生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然
语言理解和知识保存与生成能力袁在某种程度上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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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野传道授业解惑之身份冶袁形成野三师冶教学相长的教
育效果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教师和学生的指令
下袁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实现自动化的教学
活动袁 其强大算力突破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思维局
限遥 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不具备人类意识袁并不
能开展野以情态特性渊情态意向冤为基础袁符合行动的
言说活动冶[22]袁 而只能按照概率论和统计论的原则将
知识或数据信息进行加工以呈现在人们面前遥人工智
能的算法逻辑使其在教育活动中只能通过自身已经

获得的数据信息进行输出袁难以满足师生交往过程中
的情感需要袁 也就无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遥
哪怕 DeepSeek等仿佛能够作出价值理解和判断袁这
一理解和判断仍然是基于数据的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教
师即便能够通过表面的双向互动取得师生交往应有

的形式袁 也很难真正深入到人的意识和情感活动中
去遥真实的教育生活是多方面的尧体验的存在袁育人是
师生间面对面交谈尧情感联结尧思想交流的长期互动
过程[23]袁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师生共同的教育生活则
容易由于技术的物质性本质剥夺了师生情感连接的

可能性遥 同时袁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自然语言的
无监督训练特征袁既形塑了其对自然语言超强的理解
和反馈优势袁 也使其无法完全呈现客观理性的结果袁
而经常出现野生成式错误冶与野生成式偏见冶袁造成师生
情感的钝化与野离间冶遥

四尧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工作的出路

无论是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指数级进化的基础上

探索教师工作的创新路径袁还是基于人与技术交互视
野找寻化解智能时代教师工作困境的理想方法袁最终
目的都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活遥 通过 DeepSeek
等赋能教师积极尧乐观尧自由地开展教育活动袁激发教
师美好的尧教育性的潜能袁是美好教育生活的必由之
路遥人工智能嵌入教师工作的表层是推进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袁而教育作为个体认同文明和文明认同个体的
载体[24]袁要求教育者必须坚持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袁
通过精神的唤醒尧潜能的显发使人心境澄明尧主体性
张扬[25]遥 总之袁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教师工作图景是
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袁但教育的价值和文明意蕴则
要求这一图景必须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鸣遥

渊一冤坚守教育真谛袁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生命
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野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耶算
法爷冶[26]遥 野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冶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工作的价值导向遥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和优秀教

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意志尧情怀尧信念等
人格特质的概括袁包括教师社会担当尧道德情怀尧专业
素养等从思想到实践的多维度内容 [27]袁涉及教育思
想尧教育精神尧教育人格尧教育实践和教育主体等多方
面要素[28]袁是引领教师生命自觉尧推动人机和谐的关
键遥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袁应以教育家精神引
领教师坚守教育真谛袁 回归教育原有的理想性追求袁
以生命驾驭非生命袁以自觉控制自动袁以人类意识对
抗人工智能的伪意识遥

首先袁要以教育家精神充盈教师精神世界袁以生
命驾驭非生命遥 教育家精神是野对教师日常视域的超
越冶[29]袁拓展了教师精神世界的边界袁宏阔了教师的生
命视野袁能够让教师在琐碎的教育生活中持守教育理
想遥这就是要以教师的碳基生命驾驭人工智能的硅基
生命要要要非生命袁以人类智能驾驭人工智能袁从而避
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导致的 野认知卸载冶
以及认知卸载导致的野精神失能冶遥

其次袁要以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反思能力袁以自
觉控制自动遥教育家精神蕴含着催生教师反思自身教
育教学实践袁向优秀教师看齐袁提升育人自觉的内在
导向遥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能够激发教师主动反思
意识袁推动其自觉借助人工智能的算法自动化优势减
轻自身重复性尧机械性劳动袁自觉关注教育教学活动
中的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等遥

最后袁要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教师自主人格袁以人
类意识对抗人工智能伪意识遥 DeepSeek等由于其模
仿人类智能生成过程的进化模式而具有野仿人性冶袁甚
至可以识别人类意识并深度分析人性深处的 野潜意
识冶遥 要通过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塑造教师独立
自主的人格特质袁以教育家精神的价值立场化解教师
面对人工智能时的价值迷茫遥 同时袁应充分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上述能力袁在大模型训练中强化教育家
精神的内容输入尧案例呈现和培育方法学习袁通过智
能技术系统实时浸润教育家精神袁突破人工智能无序
进化所导致的意识野迷雾冶遥

渊二冤加强素养培育袁以 AI素养提高教师工作胜
任力

人类正在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进程中袁如何
形成独特的教育智慧袁创新教学内容袁引导学生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是所有教师必须思考
的核心问题遥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 AI素养培
育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和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
论分别从教育目标和学习结果关注野素养冶的内涵袁前
者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尧 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域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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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将学习结果分为言语信息尧智力技能尧认知策略尧
动作技能和态度等袁同样对应认知尧情感和动作技能
三个维度遥在此基础上袁从 AI意识尧AI知识尧AI应用尧
AI伦理四个维度培育教师 AI 素养是提高教师工作
胜任力尧适应智能社会需要的有效举措遥由此袁一要制
定包含 AI 知识尧AI应用尧AI 意识尧AI 伦理四个维度
的教师 AI素养标准袁推进广泛的 AI宣传教育袁使广
大教师形成 AI理解尧AI意识等曰二要加强 AI知识学
习袁 使教师掌握整合 AI 开展教育活动的知识和技
能袁政府尧学校要积极推进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袁
教师要善于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学习和应用袁 如清华
大学团队开发的 DeepSeek教程等曰三要推进 AI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袁开展全方位的培训和实践曰四要强化
生成式 AI治理袁特别是教育领域的 AI应用治理袁通
过教师 AI 素养评价体系等制度性规范帮助教师树
立正确的 AI伦理观袁从而使其在教育活动中关注伦
理尧安全和道德袁避免师生因获取野二手的非经验冶而
造成与生活世界的野短路冶[30]遥 唯其如此袁方能实现教
师数字素养和数字思维双超越[31]袁从以知识传授为主
要活动的传统教学袁转向以知识创生为主要活动的智
慧教学遥

渊三冤坚持野以学定教尧智能为辅冶袁强化教师主体性
教师在面向学生进行教育活动时袁总是带有一定

的立场尧观点和价值观袁并对学生进行立场尧观点和价
值观等方面的教育遥 在智能社会教育中袁DeepSeek实
现了教师决策引领与技术辅助增强相结合的教学范

式更新袁人工智能教师与人类教师协同分工袁前者发
挥着促进知识传递的野规模效应冶袁后者聚焦认知发展
过程中的野深度加工冶[32]遥 人工智能作为代具弥补人类
教师不足的同时造成了教育活动中野教学冶的减少袁且
人工智能程序化和机械化的教学过程损害了教育的

野教育性冶遥因此袁智能社会教育教学活动要坚持野以学
定教尧智能为辅冶的基本原则袁强化教师主体性袁实现
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有机整合尧优势互补遥一方面袁
教师要坚持以学定教袁提升教育教学自为性遥 教师要
甄别智能时代学生发展面临的新情况袁主动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遥 同时袁要将学科教学与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相结合袁帮助学生规划人工智能参
数设置和指令方案袁 使学生掌握 DeepSeek等人工智
能的使用技能袁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遥另一方面袁教师
要坚持以人工智能为辅助袁 提升教育教学活动自主
性遥要善于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课程知识的直观
呈现袁赋能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袁在人工智能应用过
程中保持野怀疑冶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袁避免产生对人工

智能的主体依赖性袁避免被 DeepSeek等野玩弄于股掌
之中冶遥 例如袁有语文教师使用 DeepSeek大模型作为
助教袁布置创造性的学习作业要要要从叶哪吒之魔童闹
海曳中哪吒的野仙魔冶选择出发袁探讨野逆冶野立冶关系袁写
作自我成长故事袁 并要求学生使用 DeepSeek的深度
思考功能袁仔细阅读思维提示袁梳理逻辑演绎步骤袁积
累相关素材[33]遥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借助生成式人工智
能显著提升了教育教学效果和学生发展潜力袁彰显了
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尧挖掘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案例的教
育教学自主性遥

渊四冤构建智能学习共同体袁重塑师生交往样态
教育交往是交往主体通过在彼此主观世界的相

遇与共在袁作为教育交往主体的师生通过野对话冶实
现彼此内心世界的敞开与沟通袁 以及灵魂深处的碰
撞与融合[34]遥 DeepSeek具有强大的对话理解能力袁其
采用的强化学习微调策略使其输出结果非常符合人

类期望袁在某些对话中展现出仁心 [1]袁在通用对话交
互快速响应用户提出的各类问题袁 理解其意图并给
予相应解答[35]袁显示出类似教育交往的对话效果遥 因
此袁要利用 DeepSeek等构建智能学习共同体袁使传统
师生交往呈现出师要机交往尧师要生交往尧生要机交
往以及三者融合共生的新样态遥

首先袁要推进师要机交往袁突破教师生理局限性遥
教师生命的有限性和人工智能野人工冶本质都要求人
类与机器的协作遥 DeepSeek所展现出的海量信息处
理能力和知识生成能力能够帮助教师克服自身局限

进行野认知外包冶袁驾驭超越个体认知水平的复杂教学
情境[36]遥 要利用 DeepSeek等协助教师进行教育数据
挖掘尧学生行为建模尧制定适切的教学目标等袁并通过
知识图谱技术等整合各类知识袁确定知识之间的联结
点以及知识的重难点袁助力教师调控教学过程袁精准
分配教学时间袁合理使用教学策略遥

其次袁要变革师要生交往袁建立基于智能社会的
师生共同体遥教育的过程始终是情感和精神的活动过
程袁智能社会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袁注重教育
的人文情怀袁丰富学生精神世界遥 师生共同体则是教
育性和伦理性并存的综合体[37]袁要以学生创造能力尧
审美能力尧协作能力和知识的情境化尧社会化运用能
力为重点袁 以师爱呵护学生的心灵袁 坚持以 野人冶育
野人冶袁打造智慧课堂袁开展智能教学袁培育学生完整人
格遥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不断替代教师传递知识的经师
角色袁而野人师冶本身则应该主动承担起思想启蒙尧真
理传播尧唤醒灵魂尧塑造生命的角色遥

最后袁要治理生要机交往遥 DeepSeek基于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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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模型的底层逻辑袁在自然语言理解尧自然学习尧经
验推理等基础上实现不同知识的逻辑整合与输出袁能
够显著发展学生野智能冶袁实现自身智能和学生智能的
涌现遥 要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个性定制化教学袁通过对
学生进行数字野画像冶袁保障因材施教袁还可以结合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能够创设虚拟情境袁使学生身
临其境袁增加直观体验和感受袁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
解世界的多样性尧复杂性遥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袁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存在和
实践性本质要求自身保持对技术的超越性袁生成式人

工智能或许短时间内无法到达技术野奇点冶遥但毫无疑
问袁 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是某种确定的不确定性袁确
定的是人类在技术爆炸的时代依旧有情感与想象袁不
确定的是情感与想象能否抵御人工智能的机械复制

与深度学习[38]遥 人类在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进程
中如何保持对技术的超越性存在确是值得所有人深

思的问题袁教师需要做的袁不是在技术的革命性演进
中亦步亦趋袁而是要凸显文明传承的责任袁探索一种
具有争议性尧变革性尧辅助性的教育技术的可能[39]袁理
性地迎接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的教育形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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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Work Moving towards the Era of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ZHOU Hongyu, YU Jiangtao
渊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ccelerating human society towards the era of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eachers' work and trigger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eacher developmen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teachers' work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which will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paradigm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mprove teachers' work efficiency, alleviate their workload, and form an AI -driven
ecosystem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rapid integ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ill have a
drastic impact on teachers' original intentions of educating people, teachers' roles, teachers' subjectivity and
the emotional spa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empowerment of teachers' work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tim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education require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to address this inevitability.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true essence of education
and lead teachers' lif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enhance teachers' competence with AI literacy;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learning -based
teaching and intelligent assistance as a supplement", and strengthen teachers' subjectivity; and build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community to reshape the interaction patter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s' Work; Teacher Development;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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