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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 教育”正在改变着教育的生态、教育的

环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管理的模式，使教育概念、场所、途

径发生了极大变化。充分认识“人工智能 + 教育”的育人

功能，是当前教育工作者遇到的重要挑战。

关于“人工智能 + 教育”，我想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工智能 + 教育”，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是改变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以

往的教育注重技艺，不注重能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信息时代，育人目标要改变，要培养学生批判性、创造性思

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人工智能有

利于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学生通过自我学习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或者与同伴合作，互相探讨。教师可以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帮助学生个性化学习，制订科

学、适宜的学习方案。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作为教师的

有力助手，帮助教师随时了解学生情况、解决困难；还可以

替代机械化劳动，使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学生沟通。但人工

智能是技术，是教育的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从技术出

发，为技术而技术。

第二个问题，“人工智能 + 教育”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人工智能有没有风险，如何科学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 + 教育”是不是就要排斥传统的教育方法，我们现在

可能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互动性、开

放性等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为优化教学方

式，要“融合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重视情境教学；探

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

式学习”。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要与传统教学方

法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取消黑板，我认为黑板还是应该保

留。实际上，教师在黑板上画一画、写一写，可能更容易启

发学生的思维，更显人情味，更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第三个问题，互联网使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是

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教育传承文化、培

养人才的本质不会变，立德树人的目的不会变。从生命发展

的角度来看，教育的本质应该概括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

命价值。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是指通过教育让一个人提升能

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提高人的生命价值，是指提高个体为

社会服务的品格和能力，使其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 

教育不只是个人发展的条件，还是人类集体发展的事

业；个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每个人都是在人类社会共同

发展进程中发展的。认为个性化学习就是个别的学习、孤

立的学习，这是不对的，个性化的学习也是在集体共同的

学习过程中发展的。

互联网改变了教育的环境和教育方法，教师的教育观

念、教育方法需要改变，但教师培育人才的初衷没有变。

儿童的成长需要有思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教师指导和帮助。人只能由人来培养，不能由

机器代替，教师永远是学生成长的领路人。

从 1994 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 10 月 5

日定为世界教师日，2019 年的主题是“年轻教师职业的未

来”，突出当今教师面临的特殊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官方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年轻教师很容易成为教育

失误的替罪羊，他们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包括家长和学

生不再支持教师的权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教育国际领导人，在一份联

合致辞中写到，如果没有新一代的积极热情的教师，无数

学子将错失学习机会，或将错失素质教育的权利。由于

教师工资低，吸引和留住人才成为难题，世界各国对教师

很重视，也很担忧，因为人工智能出来后好像教师的数量

减少了。

当下开展“人工智能 + 教育”，我觉得还存在三个

问题。第一是认识问题。广大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人工

智能 + 教育”的特点、优势及其风险，思考如何将人工智

能应用到教学中来。第二是硬件软件还跟不上，如学科

知识的软件、教材的问题，利用大数据进行交流管理的软

件，可能现在还跟不上。第三是广大教师还不太会运用

信息技术来改进教育教学。“人工智能 + 教育”可能会改

变教育的生态、教育的环境，但怎么运用，恐怕还需要专

家、教师共同研究、共同探讨。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六届

中小学校长论坛演讲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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