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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iggers social education reform, and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reform will 
change the role of teache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and constancy of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new 
channels and carriers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 platforms and learning methods, and solved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driven and realistic demand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osed challenges to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ole 
identity, teaching mode and work content of teachers have been changed, but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the role value of 
teachers and the education belief of teachers remain unchanged,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fully replace the role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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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工智能发展触发社会教育变革，教师角色产生变化是必然的。研究旨在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将会发生

的变化及不变之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为教育资源平台、学习方式等提供新的渠道和载体，破解了教育不均等

等难题，但从技术驱动和现实需求看，对教师角色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人工智能时代环境，促使教师角色身

份、教学模式、工作内容发生改变，但教育的本质、教师的角色价值、教师的教育信念不能变，高效的人工智

能无法全面取代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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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元年”2016 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人

类各个领域的渗透，人们传统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被打

破。人工智能时代，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来临，技术

升级和资源更新赋能了教育革新，给教育行业带来福

利与发展机遇。但当前这样的技术时代，人类对教师

的存在意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教育机器人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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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岗位、智能技术消解教师掌握知识特权等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

中，必须根据教育面临的各种新要求和挑战，不断调

整和反思教师的使命和职业。”[1]掌握人工智能时代教

师角色的新变化、新要求，坚守教师角色不变的特性，

在顺应潮流中革新，将为未来社会教师角色的重构提

供启示与线索。 

1.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重构的生态背景 

在数据主义主导下，人类和机器的互相依赖的紧

密程度前所未有，人工智能这一门新技术科学的发

展，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职

业在未来也必然被重新定义。 

1.1. 技术驱动：赋能教育变革 

传统的教育中，教师的权威地位体现在教师是知

识的占有者、代言人、传播者。现代社会中，知识分

化加速，知识更新周期变短，知识呈现形式在互联网

技术的加持下愈加开放、扩散。人工智能介入，颠覆

以往的教育生态表征是： 

第一，改变教学规模。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教育的

时间与空间，教育教学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学生们

学习知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和固定的时间。 

第二，共享教育资源。互联网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平等化，大规模的在线课程开放突破时空限制，教育

资源的配置不再受区域差异、经济差异和师资差异限

制，趋向平等化。优质教育资源使用成本降低，实现

共享。 

第三，提升教育教学效率。人工智能的介入有多

种样态：教学类（例如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管理类（例如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IDSS）、学习类（例如 Adaptiv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ALSS）。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实

现一对一教学，可生成课堂教学大数据及分析报告，

可为智慧校园提供教育管理支持。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变革了知识生产模式、文化

传播方式、教育教学形态，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难题，缩小教育差距和数字鸿沟、实现共享。 

1.2. 现实需求：就业结构变革 

科技创新催化就业结构调整，影响职业种类变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一部分传统的岗位会被机

器替代，但同时催生新一批的职业，这是人工智能与

人类就业的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的素质提高，人们对教育的诉求日益差异化，对教

师群体的职业要求必然也提高，教师群体不断分化，

教辅类人员和工具不断增多，打破传统的教师岗位，

趋向于细分。传统的流水线式的教育形态将逐步被人

工智能技术取代而消失，这意味着教育重新洗牌，没

有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师可能会被淘汰，同时，教

师的职业特质被凸显放大，更关注人自身的成长和完

善，这部分能力是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替代的。 

2.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变” 

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大势所趋。为了

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未来教育的变革，推进教

育教学实践，有必要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重

构与再造，主动应“变”。 

2.1. 角色身份转变：知识传播者—角色多样化 

在弗·兹纳涅茨基( F. Znaniecki) 的角色分类框架

中，教师作为学者类型中的 “知识传播者”，“他们在

普通教育过程中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为他们未来成

为组织社会中的成备。”[2]随着时代变迁，学生获得知

识的渠道更加丰富、载体更加多元、方式更加智能、

方向更平面。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

人工智能高速储存和海量知识，教师原有的“教书

匠”、“知识传播人”的角色渐渐弱化，教师要构建起

以“人”育“人”的角色，“指令性”角色逐渐弱化，“育人

性”角色凸显，以个人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影响学习

者，彰显教育的育人价值。 

2.2. 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系统化—点拨随机性 

系统性教学遵循由浅入深的理路，有助于学生从

整体把握知识点，同时扩大教学规模，提升整体效率，

在当前是主要的教学实践模式。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也

存在弊端：无法真正关照个体差异性，针对性不强。

虽然人们采取一些辅助的措施力求弥补，但由于系统

性教学的明显优势和教育者的惯性思维，这种模式依

旧是主导。这是一种粗放式的教育，也是当下大多数

学校所普遍采取的形式。[3]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在接受知识传输时，可借助

智能载体，无须通过教师系统性教学，教师可从中抽

身，有针对性地进行随机的点拨，实现因材施教和满

足个性化需求。 

2.3. 工作内容转变：重复性劳动—智慧性劳动 

人类在很多是劳动中带有重复性的，教师的职业

也不例外。在教师的教学教育中，有很多重复性的劳

动是不能减免的，因为有其价值。在某些必须重复的

劳动中，又不得不承认其价值比较小，甚至有时候，

还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诸如造成教师的职业倦怠。 

教师不能过分过分依赖技术，或被技术奴役，被

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不是教师，而是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本质的界限无法僭越，人

工智能的技术，无论是弱人工智能还是强人工智能，

能够替代教师的部分重复性劳动，将教师从中解放出

来，拥有自由的时间，为专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正

如罗杰斯(Patricia L.Ｒogers)的观点: “老师们不能再

拘泥于过去已有的教学模式，技术时代要求他们面向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428



未来并创造出新的教学模式。”[4]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

据和算法的程序化和自动化系统，教师是具有主观能

动性的人，在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具有机器

不可比拟的优势。从低价值重复性劳动中抽离，教师

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花费更多的精力进一步思考如

何改进教学，在劳动中创造更高的价值，关注学生的

创新能力等，这就是从重复性劳动到智慧性劳动的转

变。 

3.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不变” 

3.1. 教育的本质没有变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

神上的经常接触，他的生活、健康、智慧、性格、意

志、公民表现和精神面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的幸福，都取决于教师。”[5]无论在人类文明进程的

哪种社会形态中，教育的本质都没有变，教师的职业

内涵是教书育人，是“创造真正的人”的职业，“本质

上是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人

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活动。”[6]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提问—回答”、“传输—接收”的模式纯粹传

递事实性知识，能解决的是“教书”，而不能替代教师

完成“育人”的工作。育人的本质不是单纯的关注受教

育者的知识接收程度、学业成绩，更应该关照具体个

人的精神世界和发展需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

过“洞穴隐喻”阐释教育的本质在于关注人内在精神

的培养，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灵魂转向”。教育并非纯

粹知识训练，这是教师角色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主

要原因。教育是为了让人走向整全的人，“教”指谓外

在形式和技术手段层面，“育”指谓的价值意义的获

得、人的精神健全生长，才是教育追求的终极价值。 

3.2. 教师的角色价值没有变 

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局限，即使承担“智能

教师”的角色，也不可能取代人类教师。教育是需要

人与人共同完成的，为学生提供智慧和启迪等工作，

人工智能是无法完成的，这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

角色存在的价值所在。 

3.2.1. 价值的引导者 

教师的任务包括传授知识技能和培育价值观，帮

助学生塑造完美人格，引导其追寻生命的意义。人是

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师在遵循学习者生长

规律和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帮助学习者从描述世界到

追问世界，“让学生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7]

教育是价值观传导的过程，人工智能无法做出价值判

断，更勿谈论价值引导。只有教师，才能把知识传授、

价值传递和思想引领融为一体。 

3.2.2. 学习的感染者 

从古至今，学习者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习得。“言
传”意味着教师以话语的形式把知识、思想、价值等

传递给学习者，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交流互动。教育是

人的灵魂的教育，通过现实共在的情感交流，学生对

教师产生情感信任，有效促进师生交流，在此过程不

仅完成知识的转移，更是体现促进人的生命性成长。

“身教”是教师通过行为等非语言方式作出榜样示范

和无声启发，学习者在学思践悟、中细照笃行。在人

工智能时代，言传身教是没有情感的机器难以替代完

成的，也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它是一种即时性

的互动存在，并不能在互联网虚拟空间可以完成的，

需要师生共在真实情景去思考和行动。 

3.3. 教师的教育信念没有变 

教师终身学习的理念在人工智能年代不仅没有

变，应该更加固化。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加剧，传统教

育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革新教育模式、更新教育理念

势在必行。朗格朗 ( Paul Lengrand) 提出“终身教育”
的概念，并在其著作《终身教育引论》中对这一概念

进行系统阐述。他认为，“终身教育包括教育各个方

面，不仅包括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还包括教育

发展过程各阶段的联系。”[8]人工智能时代体现“创新

创造财富”，在知识和技术更新迭代速度按日计算的

年代，人类要积极迎接挑战，必须具备更多的技能，

终身学习显得非常重要，体现于提升教育层次、加强

专业性。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人类知识

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教师践行终身学习的信念，适

应现代化教育，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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