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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ual driving forces of education self-reform and technology-enabled education chang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method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and concludes that 
while education methods are intelligent, the uniqueness and divers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At 
the same time, along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e face 
the challenges of “homogeniz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equ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careful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human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should be increased, so that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can be 
more dynamic an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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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从对教育自身变革和技术赋能教育变革的二重推动力分析，循迹智能机器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方式的发展

状况，得出在教育方式智能化的同时要注重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伴随教育变革和智能技术发展

的深度融合，面临人才培养“同质化”和教育公平问题的挑战。厘清技术和教育的关系，坚定对“人”的特点的培

养，拉大人与机器的距离，从而使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变革更具动力，为个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更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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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用科技的进步将自己从繁芜的劳动中解放

出来。与以往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技术引发的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将

人类由取代体能技术驱动的时代迈进取代人的脑能

的智能机器时代。这些新技术正在向整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生活延伸，尤其是教育领域。 

2020 年 12 月以“培养新能力，迎接智能时代”为主

题的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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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明确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挑战和机遇视域下教育的

未来发展问题，强调人工智能对重塑人类社会和教育

的未来，对学习的包容性、公平性和质量将产生重要

影响。可见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

然之势。而与其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教育行

业相对沉寂。直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迫使线上教学

仓促上台才有所触动和觉悟。智能机器时代对教育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教育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把握好智

能机器时代的红利，才能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1. 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变革的源动力 

1.1. 教育体系自身变革的内源动力 

传统教育注重基础知识传授和技能的掌握，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的培养方式，在初代工

业时代能满足人力市场对知识型、技能型人才需求。

而对学习统一知识和技能的狭隘追求，造成人的“统
一化”和“单一化”。 

人原本就是具有鲜明个性和创造性，具有超群智

力的类存在物，人才的多样性是创新能力的奠基石，

是人区别于机器的价值所在。在智能机器时代，重复

性、计算性的岗位将被机器取代，在机械性工作被取

代之前，教育必须先发制人，毕竟智能技术是“人造

物”而非人的智能。未来社会真正能胜出的是与机器

不同的人。 

1.2.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的外源动力 

知识原本是教育主客体间传递，工具只是媒介或

载体。然而技术工具并不甘于寂寞，而是参与知识建

构。技术与知识的融合表明技术力量逐渐崛起，奠定

了实现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变革的基础。 

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对数据统计分析，从纷繁复杂

的教育现象背后揭示出教育规律，改进教育活动，优

化教育资源，实现培养目标的调整，教与学方式的革

新，为教育变革提供途径。智能机器时代下的教育是

动态化和开放化的状态，智能技术能全方位多尺度地

支持教育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为教育发展变革提供外

源推动力。 

2. 智能机器时代下教育变革的发展  

智能技术的进步对教育“革命性影响”日益显著，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将深刻

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方式，智能机器时代下教育变革

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2.1. 人才培养个性化 

工具的使用和技术发展引起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变

化，将人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智能机器得以让

教师从重复性工作中走出来，更多关注学生独特性和

多样性，培养视角从以就业为导向的技能型人才转换

成从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尊重出发。同时，智能数据可

以实时跟踪每一位受教育者的状况通过分析作出评

价并能提供解决方案。从这个过程来看，教师对学生

知识传授充分体现了知识生成、传播、接受的个性化。

知识传播过程的个性化存在为人才培养个性化提供

了路径。而以学生素质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向和以学生

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在智能机器时代将更为普遍，它

的特征是以个别差异为出发点，以学习者的兴趣与需

要为中心，以每个学生能力与个性的 大发展为目标

应对这种变化，面对不同学生开展个性化教育，培养

人多样性，根据自我思考进行创新创造。 

2.2. 教育方式智能化 

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病在于教与学的过程中存在支

配和服从的关系，本应作为受教育者的一方参与度非

常低，同时注重统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导致产生批量

式的教育方式，导致原本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对象“标
准化”。智能机器时代为教育领域带来一个明显的变

化就是资源和教育方式的极大丰富。 

智能技术利用大数据、云算法等参与知识构建，

通过教育现象能够掌握其背后的规律进而作出预测

甚至决策。在智能机器时代一切智能技术参与的教学

活动都可以数据化，通过数据化分析识别或预测教学

活动实效性，实时感知教育主客体的真实状态和需

求，智能地调整教育方式。如果说以往的信息化教学

是“教育”在智能化技术面前的顺势而为，疫情期间利

用互联网开展的在线教育则是教育智能化应用的主

动出击。它不仅成功地保障了教育的连续性，催化技

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促使学校及教师在

日常教学和管理中有了更多的技术意识和思维。 

3. 智能机器时代下教育变革的挑战 

教育变革的需求与智能技术发展正在融合，新的

挑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面

临的情况代表着时代独特的挑战，这使得我们必须通

过学习去主动改变世界，这一点至关重要。 

3.1. 人的个性化的遮蔽 

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被思考得更多的是未来对科

技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因此，社会将培养更多具

有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来实现智能科学的发展

和经济繁荣。然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设

想遮蔽了人才的个性化。智能技术具备超强大数据分

析能力，通过自动、高效的运算和研判，使学生过度

依赖技术而失去了训练思维能力的机会，在“拿来主

义”中迷失自我，助长了惰性。 

此外，当前的智能化教育多为设备技术的简单应

用，如使用在线教学、PPT 授课再与传统教学模式相

结合，实效性不佳，还未在根本上形成人工智能教育

自身的结构和生态，教育过程中人的个性化极易被忽

视。同时，人脑具有分析、逻辑等理性抽象思维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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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艺术等感性抽象思维。智能技术的运行方式表明

其难以从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自由意志等方面对学

生的个性进行多维度把握，在无形中遮蔽人个性化的

发展。2017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苹果公司 CEO 库克

曾说“我不担心机器人像人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

像机器一样思考”。 

3.2. 技术发展对教育公平的挑战 

智能技术是社会物质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教育智能化进程加快，不光需要使用技术设备，

后续还有智能机器的维护升级的问题。而受地理条

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限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

水平发展悬殊。虽然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

但很多地方网络设施都未架设，更不用说智能技术的

掌握和应用。一部分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后薪资

待遇迅速提升；而另一部分人由于地区发展受限，信

息化基础薄弱，接受过时的教育，毕业后从事容易被

机器替代的流程化、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教育和技术之间从来都存在着隐形关联。教育与

技术联动发展，能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适应

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疫情期间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出示健康码的

人出行受阻。被数字边缘化的人正在逐渐失去社会话

语权。要警惕因智能技术的发展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平。 

4. 思考与建议 

4.1. 加强“去机器化”教育 

智能技术是对人类思维的模仿，是利用数字计算

机对人脑从功能上进行模拟，同时延展人脑功能的作

用范围，但无法在思维能力方面超越人思维的创新

性。智能机器是人通过设定的标准化编程语言的研发

成果，技术对部分劳动工作取代的只是浅层表象，以

至于有人认为“机器被制造得越来越像人，而人却培

养得越来越像机器”。教育变革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

避免陷入传统教育模式的窠臼，脱离智能机器时代的

“标准化”教育内容的困境。 

教育应该是培养“人”的特点，拉大人与机器的差

距，而不是让人更机器化。去机器化的方式就是摒弃

教育对人“同质化”和“单一化”培养，尊重人“独特性”
和“多样性”。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既

涉及人的培养又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那些担心

机器会像人类一样思考的人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

利用智能技术更好的帮助教育朝着顺应人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进行变革。 

4.2. 确保智能技术中教育应用的公平性 

智能化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而教育公平

关系到全体学生的发展成长，关系到教育变革的推

进，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就目前教育智能化推

进过程中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是智能化教育环

境的差异、智能技术设备差异和教师水平差异。 

从国家层面而言，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智能教

育资源匮乏地区的硬件投入，配备设施设备，发挥公

共财政在教育资源中的作用；从学校层面来说，通过

智能技术构建学科体系的图谱，提供信息化的学习资

源，同时积极开展技术研发，重视多学科专业的交叉

融合，加快智能技术成果和资源向教育实践转化；从

教师方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技术思维意

识，从教学方式、人文素养、数据分析和评价等方面

构建教师信息化能力培养体系。 

4.3. 提升教育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 

今日的教育已深深嵌入数字化社会的时空机制之

中，智能技术的创新进入活跃期，如果我们不能汇入

智能化洪流之中，我们就面临被抛出世界的危险。智

能技术的进阶对复杂性、创造性工作的新要求导致劳

动力市场的多元竞争以及要求更具有独特性和多样

性的学生，这些都迫切需要教育以一种更具突破性的

变革来改造我们的再生性思维。 

目前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还只是对智能机器

的浅层次的以认知为导向，距离教育智能化应用的实

现和运用还有较大差距，教育在智能机器时代不是简

单应用，而是要把技术融入教育变革成为其内生变

量。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你每走慢一步，就会让年轻

人在面对未来真实社会的洗礼时更加脆弱，更加不堪

一击”。这才是智能机器时代下教育变革的深层次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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