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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犹如滚滚的浪潮不断加速前进，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讨论，在教育领域内

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而ChatGPT推出，立即引起了国内教育行业的重大震荡。如何应对ChatGPT
对教学活动造成的巨大冲击，成为当下急需思考、解决的问题。本文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影响传统教学

模式的背景下，以ChatGPT对现有教学引发的反应为介入点，通过对传统教学模式固有利弊的审视，及

智能化教学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的分析，尝试提出相关有效措施，力求探寻人工智能影响下教

育发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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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pa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s be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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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ing rapidly, like a rolling wave gaining momentum. As a result, the topic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has remained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intro-
duction of ChatGPT had an immediat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omestic education industry. 
Addressing how to manage this impact on teaching activitie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hat re-
quires prompt consideration and resolution. In light of the ongoing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hatGPT’s response as an in-
tervention point, delving into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inhe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intelligent 
teaching. Through our analysi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aim to propose effective measures and 
explor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it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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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 ChatGPT 的爆火，让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界成功登上了“热搜”。人工智能也称 AI，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缩写，是一门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

技术科学，目的是通过了解智能的实质，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

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1]。1950 年，艾伦·图灵在其论文中首

次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预言了创造智能机器人的可能性，在 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学术研讨会上，

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2]。上世纪末，智能化教育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浪潮，于 1982 年提出了

智能导师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的概念，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的典型应用[3]。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也逐渐参与到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中，2017 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其中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促进国内的人工智能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

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教育产品，如新东方、学而优、北极星 AI 等人工智能相关学习软件。2022 年 11 月

30 日，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发布的新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引爆全网，短短 5 天内吸引

了超百万用户，因其可针对用户输入内容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并根据上下文理解内容进行持续的对话，

能够更加接近人类思考方式回答问题，并敢于质疑和模拟多种人类情绪和语气，正在以一石激起千层浪

的态势引发了大量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关注。ChatGPT 等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现状？面对人工智能

的飞速发展，教育工作者该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此类新技术的出现呢？传统教育应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本文以 ChatGPT 为例，探讨人工智能介入传统教育领域下，如何实现传统教学模式的重构，并在

新技术的冲击中实现稳“着陆”。 

2. 唯变不变：ChatGPT 热潮下对教育的反思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介入早已是无法避免之事，学生通过各种智能软

件完成作业，教师利用智能辅助工具制定并下达教学任务等，都表明在普遍的现代教育教学中人工智能

的身影已屡见不鲜。学生作为最早开始使用这一工具的群体之一，也让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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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极为热衷讨论的话题。目前 ChatGPT 成为互联网上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应用之一。ChatGPT 不

仅能够回答各领域的专业知识，甚至还能进行论文的撰写、代码编写、文学创作等任务。教育研究者和

工作者也纷纷探索和讨论 ChatGPT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与影响。 

2.1.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教育 

ChatGPT 热潮下对教育的反思，部分学者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教育改革将继续调整，教育行

业也应当积极拥抱新变化。Aljanabi 等认为 ChatGPT 具有强大的信息搜索与资料整理能力，能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问题解决方案和所需要的学习资料，将彻底改变传统互联网的检索方式，并帮助老师提升教学

的完成度和创新性[4]。Rudolph 等分析了 ChatGPT 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例如可从创新性评价、创新教

学方式、指导学习完成实验步骤，帮助学生进行团队协作等教学方面进行尝试，并借助 ChatGPT 实施翻

转课堂、智慧课堂等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5]。Zhai 研究中提到 ChatGPT 能协助研究人员完成

一篇上下文连贯内容丰富的论文[6]。Topsakal 等认为人工智能可结合不同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趣味性

和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成丰富且差异化的教学问题和答案[7]。温州大学大数据与智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王佑镁在其研究中表示，要充分挖掘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潜能，谨慎规避其可能带来的教育风险[8]。 

2.2. 人工智能带来潜在风险 

部分观点对 ChatGPT 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并在部分高校中实施了一系列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的措

施[9]。如美国许多高校已经禁止学生在完成作业时使用这项工具，一旦被查出将面临学业警告的处分。

《泰晤士高等教育》编辑 John Gill 表示，ChatGPT 作为第一个能够如此准确地模仿人类写作风格的人工

智能程序，人们对其可能在学术诚信上所构成的威胁而担忧与恐惧。Cotton 等提出 ChatGPT 可能会帮助

学生实施作弊，使教育评估机制失去平衡，导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10]。此外，Alshater 认为 ChatGPT 目

前的准确性还待进一步提升，存在数据质量不高、知识有限、伦理问题和过度依赖技术等问题[11]。OpenAI 
(2022)也承认，ChatGPT 有时会回复看似合理但不正确或荒谬的答案。 

无论 ChatGPT 为教育领域带来的是机遇还是风险，其作为一种变革性力量，已经在全球各个领域引

发广泛关注。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势必进一步引发传统教育的深刻变革。面对当前 ChatGPT 对教育行

业的冲击，应通过重新审视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客观评价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才能做到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期待两者实现真正的融合与适配。 

3. 去还是留：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审视 

传统教学是指在教育教学长期实践中形成并普遍采用的师讲生听的教学模式[12]。在我国教育教学的

长期实践中，与人工智能介入下的教育相比，传统教学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认识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缺

点，要了解它的以下几个教学特点：首先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宰；其次学生是知

识的传授对象，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最后教材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 

3.1. 传统教学方法具有的优势 

传统教学方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有利于师生情感的交流。传统教学方式中教

师通过行为动作、神态和气质与学生进行课堂上的相互反馈，从而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亲和师生

关系的形成；二是更加突出言传身教的作用。传统教学方式通过教师把知识教授给学生这一过程，更加

突出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其他教学方式无法替代的；三是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

养。在传统教学方式中，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提

高学生思维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四是有利于教学知识的系统性传授。教师通过人为的把控教学进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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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学过程的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便于学生的理解与接受；五是投入成本低。传统教学方式中仅

需教师、学生、教材及部分教辅资料，即能完成固定的教学任务，投资成本低且比较经济。 

3.2. 传统教学方法固有的弊端 

教师作为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过分强调了教师的中心作用。

对学生来说，教师的教学是获取知识的渠道官方通道，没有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

充分暴露了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弊端。一是容易忽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传统教学当中对

于知识的传授，往往是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作为知识认知主体的学生始终处在被动地

位，使其主动性与主体性遭到压制；二是教学方法单一。与人工智能参与的教学方式相比，传统教学方

式中单一的教学手段对学生吸引力大打折扣，长时间容易形成师生互动减弱、课堂氛围低迷的局面；三

是教学内容单一。教师以教材为主辅以一定的教辅资料进行讲授，缺乏多元化的知识拓展，课上接触不

到日益更新的新知识与新技术，不利于开阔师生的知识视野；四是不平等、不民主的师生关系异化。合

理范围内的师生交流利于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但师生关系与地位之间本就存在着不平等性，传统

教学方式下的传统教育理念更容易导致师生冲突、矛盾甚至关系异化的产生。 

4. 福还是祸：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人工智能介入教育教学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实现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技术赋能教育、技术创新教育、技术重塑教育已成可预趋势，这势必掀起教育事业的一场新变革[13]。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丰富了新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但人工智能在为

教育领域不断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现实问题，阻碍着人工智能与传统教育的融合。 

4.1. ChatGPT 给教育工作者带来的“福” 

第一，教师的 AI 助手。人工智能的介入和发展为其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利处。例如帮助教师设计

教学内容，ChatGPT 在课程设计方面可以为教师提供新内容与新思路，包括设计教学课件、收集教学资

料、生成教学大纲和设置教学目标等，协助教师完成备课任务。其次可以扮演教师的课堂助手，课上

ChatGPT 能够为学生提供智能化的问答，提供多条思路作为教师解答问题的补充，为课堂互动提供不同

想法，增加其趣味性和丰富性。此外，还可以帮助教师进行作业的批改，面对繁琐且拥有固定答案的标

准化作业，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完成作业的批改和整理，既能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又能提高批改的

准确性与公正性。 
第二，学生的数字导师。它提供了个性化学习的支持，ChatGPT 能够分析不同学习者的知识学习速

度和掌握程度，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指导，推荐适合其学习特点或兴趣的学习资源。同时，也

让学习辅助工具变得多样化，ChatGPT 既能够是教师的教学助手，也能够成为学习者的数字导师，为学

习者提供智能辅导，包括提问答疑、错题分析、查阅资料、语言助手等，从而更好的帮助学习者完成学

习任务。 
第三，促进教育智能化。它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和共享，ChatGPT 可以通过对教育大数据的挖

掘和分析，实现对教育资源的管理和优化，为教师提供海量的教学资源和精准的教学服务，提高教育资

源质量和利用效率。可以实现智能化的教学评估，ChatGPT 可以通过分析每个学生的具体表现，对其进

行专属的智能化的评估，客观公正的呈现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真实水平，制定有效

的教学措施。它使跨时空在线学习成为现实，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使教师与学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平台对知识、技能进行传授与学习，实现真正的高质量的跨时空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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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hatGPT 给教育带来的“祸” 

第一，使用者的自主性受到打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ChatGPT 等智能化工具不断进步，使

其给予提问者的答案通常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即难以分辨是否为机答。如此便捷的情况下，使学习者更

倾向于依赖智能化工具，而其自身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减弱，长此以往，必然会降低使用者学习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且在教育行业中过度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 AI 为主、教师为辅的局面，丧失教

师在教育过程中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也极易造成本末倒置的效果。同时，师生无法在知识传授的

过程中做到有效的互动，这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二，知识真假性、学术诚信性提出挑战。当 ChatGPT 作为学习辅助工具帮助使用者解题答疑时，

其答案的正确性是无法得到保证的。作为一个语言类对话机器人，ChatGPT 在语言理解层面的能力非常

强，但在复杂的逻辑层面则显得比较薄弱，在使用者对所提出的问题本就不熟悉的情况下，无法判断答

案是否正确，如此一来便容易获得错误的信息，对其学习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此外，在美国的一项调

查中，约有 89%的美国大学生承认利用 ChatGPT 完成作业，53%的学生用它写论文，48%的学生用它完

成考试。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已开始明确规定限制学术期刊对 ChatGPT 的使用。

香港大学作为香港首个宣布禁止使用 AI 软件的高校，表示学校禁止在课堂、作业和其他测评中使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未经允许的使用将会被当作抄袭处理。相关人员表示，人工智能肆无忌惮的使用，

对学术诚信、版权著作等问题将提出严峻的挑战。 
第三，数据隐私性受到威胁。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

的威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使用 ChatGPT 这类人工智能工具时，都会产生大量关于行业和个人的数

据信息，包括公开性信息、保密性信息和个人隐私性信息等都将在使用过程中被记录。保障措施处理不

当时，可能会引发密级数据和个人隐私的泄漏，将对使用者造成极大的危害。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不法

分子恶意利用类似 ChatGPT 的山寨版人工智能程序从事违法活动，利用其强大的模拟能力实现聊天对话，

通过钓鱼平台、虚假链接等方式逃避病毒软件的检测，来骗取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人工智能工具的肆意

滥用给教育行业带来了现实的数据安全问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要实施严格的把控。 
第四，加剧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在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校际之间[14]。具体表现在东部地区教育资源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教育资源整体优于乡村地

区；同一地区、城市内重点学校教育资源优于普通学校，而人工智能介入教育后势必将加重这一问题。

尤其在我国中西部的偏远乡村地区内，虽然伴随全面小康计划的落实，学校的基础教学设施建设等硬实

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但在软实力方面，智能化教学服务仍然无法实现有效且平等的普惠，众多

乡村学校在此类教育资源的投入方面仍然非常的匮乏。ChatGPT 大肆的介入教育，可能会加剧不同地区

教育资源的发展差异，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5. 和衷共济：人工智能影响下教育发展新方向 

5.1. 树立教育为主，智能为辅意识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其本质是如何培养人、发展人，旨在通过传授知识、技能和价

值观，促进人类智力、道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15]。教育作为一种复杂且多方面的过程，不仅涉及知识

的传授，还涉及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和道德责任感的树立，这些都是人工智能

所无法简单替代的。ChatGPT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应用，在推进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方面，为传统教学带来

了不一样的全新的体验，但究其本质仍是一种工具，是为教学提供服务与帮助的新技术，所以它无法真

正替代教师完成教书育人的工作，也无法代表学生成为学习成长的角色。在面对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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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每个人都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对人工智能介入教育，既不能盲目的吹嘘其优势，也不能以偏概全

的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正确看待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利用好这种新工具，做到教育为主，

智能为辅，回归教育的本质。 

5.2. 规范使用标准，保障学术诚信 

对人工智能使用标准的严格把控，首要任务是要加快构建智能化教育标准规范体系。所谓智能化教

育，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智能 + 教育的手段，实现智慧教育的目标[16]。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

研制智能化教育领域的相关准则，在规范此类智能化工具使用标准和保障学术诚信的同时，力图加快教

育的智能化升级与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为应对当今局势，在最近召开的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上，我国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为依托，重点围绕平台、数据、资源、素养四个方面，

发布了七项关于智慧教育平台的标准规范。平台方面，明确了各级各类智能化教育平台的基本功能要求，

为智慧教育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数据方面，为实现教育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保障，助力智

能化教育治理水平的提升，要对教育管理中高频、通用和核心的数据进行提炼，并全面支持教育系统的

数据汇聚与安全共享。资源方面，明确细化了各类智能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应用要求，为教育资源的共建

共享、质量管控和长效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素养方面，从意识、责任和专业发展等多维度描述了未来

教师应具备的智能素养，为促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而言之，ChatGPT
的爆火预示着新的智能化教育标准体系构建迫在眉睫，这不仅需要加强多方主体间的对话与合作，将标

准化体系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各个关节，还要根据具体实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 

5.3. 发展智能教育，健全法律法规 

智能化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为其保障。ChatGPT 等智能工具介入教育背后所带来

的是数字信息下的伦理风险及使用程序上的法律规范等问题，如何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合理与合法化，

避免陷入法规失范，是如今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有关部门建立、收集、分析和整理相关法律法规背景

下，首先要及时构建起智能化教育法律法规数据库，将整理好的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并建立起智能化

查询系统。系统根据使用者实际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检索，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给予相应的解释、案例

分析等支持。其次，仅通过法规的制定不足以让所有用户做到合规的使用，还要通过社会的宣传、学校

的培训等渠道让所有用户充分认识到在使用 ChatGPT 等新技术的同时，必须要遵守和履行相应的准则与

义务，在责任面前做到真正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与完善，要及

时更新智能化教育准则与法律法规数据库，以保证其时效性和准确性，从而为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工

作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教育大环境。 

5.4. 改革教学模式，实现资源均等 

努力推动传统教学模式的智能化变革是实现智能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前提。全社会要积极响应时代发

展潮流，利用 ChatGPT 等智能工具来协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实现对现有教学方法的调整。重点关注偏

远地区、乡村地区等不发达区域内，教学模式智能化变革的落实情况，并为其提供政策制定上的支持与

资金投入上的倾斜。学校作为教学改革主体，要积极把握上层改革的脉络与步伐。例如，制定新的教学

理念与教学目标。传统教学理念与目标并不适用于现代化、智能化的教学方式，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

具介入教育领域后，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以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还要推广新的教

学模式和方法。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人工智能的不断革新，影响着教学朝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互

动化方向前进，利用人工智能为助手的探究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建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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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评价体系。要调整传统教学中只看成绩的单一评价模式，新的教学评价应考虑到更多新的因素，

如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智能化学习应用能力等。 

6. 结语 

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目的是通过智能化技术来帮助人们解决行业领域内的现实问题，更好的为

人类服务，从而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ChatGPT 的问世，代表着人工智能技术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大数据与互联网的加持下，任何行业和领域都无法独善其身，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如今，固守传统的

教学模式无疑是固步自封，要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呼吁人们做到有序、规范

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智能教育价值观。坚持以传统教学模式为基石，

积极稳健的推进教育教学的智能化变革为路径，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为目标，做到真正的回归教育本

源，拥抱科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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