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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定位及素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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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兴信息技术推动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促逼教育系统走向智能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社会转型、

技术应用和教育发展亟需教师转变角色，以胜任未来教育教学工作。智能时代下的教师角色从教育教学、学习服

务、技术应用、主体属性层面均需有相应的转变与发展，亟待教师具备技术认知、创新教学、人机协同、资源整

合、数据应用、伦理安全等方面的素养。智能时代的教育需要教师具备涵盖技术、教育、社会三个维度的智能教

育素养，充分认知技术本质、逻辑、使能与可能，创新设计、实施人机协同的教育教学活动，理解并充分应对技

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与职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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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
兴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走向智能社会，引发人才需求
的变化，也正在重构学习环境，并从感知、知识及
认知三个层面引发教学过程变革[1]，推动人机协同
教学发展。未来教育的重构与变革对教师素养提出
了新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共识》和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等文件中指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成为未来教育变
革的重要趋势，也是未来教育高地的重要竞争点和
推动力[2][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也指出教师要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变革，提升自身素养能力，以胜任未来教育
教学工作[4][5]。目前使用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框架已不能满足智能时代对教师角色转变及素养的
要求。现有研究中已对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变有了
一定的关注，但多是从教学育人[6][7]、技术应用[8]等
单维度进行分析，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对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的内涵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
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定位入手，透视智能时代下的
教师素养诉求，进而构建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框架，
以期为教师培训、师范生培养等提供参考。

二、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转型

随着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发的社会生产力变革与
形态转型，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亟需适应社会人才
需求，注重学习者应对未来社会生活、职业挑战的

高阶思维与素养培养。同时智能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
深度应用也会引发教学环境、教学活动、教学模式、
学习方式、管理方式等的转变，推动教育主体观、教
育交往观、知识观等的转变[9]，助力教育生态的系统
性变革与重塑。这些变化将引发教师未来职业分工与
定位的重构，促逼教师角色的转变。笔者从以下四个
方面探讨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转型：一是从教育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方式等的转变与发展
视角探讨教师角色的变化；二是从教师所承担的学习
服务提供者视角分析教师的角色定位；三是从技术应
用视角下所引发的教师教育教学分工转变，以及社会
伦理道德、隐私安全等层面来探讨教师角色的转变；
四是主体属性层面，基于教师个体发展、专业属性、
群体特征等来探讨教师角色的转型。基于对以上四个
维度的视角，结合智能时代下的教育目标、教育环境
及教育活动的发展与演变，梳理未来教师角色转型的
具体指向，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型的指向

视角 角色指向 主要内涵

教育
教学

知识引导者 从“教授”转向为“引导”，帮助学习者进行自
身的知识建构

智慧启迪者 注重学习者智能发展，注重学习者个体发展潜能
的激发[10]

资源整合者 整合数字资源与智力资源、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
等教育大资源

教学设计者 注重主题式、模块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教学内容

学习
服务

学习组织者 灵活设计、组织学习者开展学习活动

学习协作者 促进学习者的沟通交流、合作探究，引导帮促学
习者深度学习的发生[11]

信息咨询者 提供相关的资源或信息，帮助学习者开展学习活
动

过程辅助者 依据学习者学习过程反馈数据，适时为学习者提
供过程性辅助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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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应用

人机协同者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人与机器的有效合作协同

应用建构者 探索创新智能技术教育教学应用

伦理责任者 遵循技术的合理应用，并引导学生规范应用

主体
属性

教学参与者 教学共同体的参与者，成为特定领域的“专
才”[12]

教育研究者 借助技术挖掘教学规律，开展教育教学研究[13]

终身学习者 持续学习，应对职业转变，提升自我专业能力

(一)教育教学视角的角色转变
教育教学视角的教师角色转变主要聚焦于教

师教学目的、内容、方式等的变化。在教学目的层
面，智能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转
型、人机分工重组，进而对教育人才培养产生新的
诉求，倒逼教师教学转变。在知识传授方面，教师
将由灌输者转向引导者，注重启发、辅助学习者自
主知识建构和认知发展[14]；在育人发展方面，智能
时代的教育教学更加注重学习者的能力培养、智慧
启迪和个体潜能激发，注重学习者的高阶理性思维
能力、交互思维、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15]；在教学
内容方面，教师不再是基于特定教材、特定内容的
教学，需要根据学生学情及需求，结合各类资源设
计开发主题式、模块化的课程，成为教学的设计者
与规划者；在教学方式层面，教师需要更加注重对
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支持、精准辅导，充分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

(二)学习服务视角的角色转变
学习服务视角的角色转变主要聚焦于教师在

学习者学习活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智能技术推
动学习者学习走向人机协同的深度学习，学习者成
为研究者、探索者，在学习过程中需要逐步建构形
成自身的高阶思维、批判、创新能力[16]。基于学习
者学习方式的转变，人类教师在学习服务提供方面
需要相应转变，引导、助力学习者开展深度学习、
自主建构。在学习组织层面，教师需要基于学生学
情和个性化需求，灵活选用教学组织方式和服务方
式；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成为学习活动的指导
者、协作者，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的发生；同时适
时为学习者提供答疑辅导、认知辅助和鼓励激励等
服务。在此过程中，教师需注重对学习者的情感关
怀、价值观引领等作用。

(三)技术应用视角的角色转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

中的应用，已不再是作为辅助工具应用，而是走向
嵌入式、融合式，对教育逻辑和开展形态产生了重
大影响。

在智能技术应用层面，教师将由传统的工具
使用者走向技术的协同者，智能技术以其智能属性
在教育系统中实现对教师传统教学工作的替代与增
强。智能导师、智能助教和智能学伴等教育智能体
的出现，需要人类教师成为技术的协同者，共同承
担教育教学工作。在技术与教育二者“延异运动”
相互促逼发展作用下，需要教师成为技术应用建构
者，能够创新应用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挖掘技术教
育潜能，促进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应用。

在智能技术与社会伦理层面，需要教师合理应
用技术开展教学工作，避免技术误用、错用、滥用
等引发的伦理道德、隐私安全等问题，成为技术合
理应用的示范者、引领者和责任者。

(四)主体属性视角的角色转变
智能技术在推动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变革过程

中，对教学组织、教学环境、教学方式、教学活动
等的影响，促逼教师主体属性的转变与动摇。智能
时代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仅是个体与学生群体之间
的交流互动，机器智能体、社会领域专家等在教学
活动中的介入，使得教师教学将从个体走向群体，
人机、人人教学共同体的出现使教师主体属性得以
拓展和延伸，成为教育教学的专才、教学共同体的
参与者。教师将从单一的教师个体，走向与社会、
企业、学校等合作的教学共同体，走向人机协同的
教育智能体。在教师个体层面，对教学方法、模
式、策略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成为特定
领域的专家，能够创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在教师
专业发展层面，教师需要能够借助智能技术开展自
主、合作研修，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从智能时代教育生态变革视角分析，可以看出
教师工作内容重心的转变，智能技术赋能下教师工
作任务的重新划分与设定，以及技术解放教师重复
繁重工作后教师育人属性的进一步落实与彰显。但
从本质而言，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属性并无实
质性转变，只是在新时代下由于内容侧重和方式转
变所引发的职业角色重构，以适应未来教育教学变
革的发展。

三、智能时代教师的素养拓展

智能时代下新兴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变革影
响，使得技术正在从影响教育发展的外生变量演变
为变革教育系统结构的内生变量，催动教育模式、
理念、文化等的改变[17]。面对智能时代的教育实践
场域，教师在具备原有素养的同时，需要拓展、补
充新的素养，以应对未来教育挑战。基于以上教师
角色的定位及工作任务分析，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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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对其自身素养提出了以下新的诉求。
(一)技术认知素养
智能技术支持的教与学环境转变，技术深度

赋能的教学活动转型，技术对社会与教育的促变和
影响，需要教师具备技术认知素养。技术认知是教
师应用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是教师应对未来
教育产品发展，理解智能产品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基
础，是教师理性认知技术对社会、教育影响作用的
基础。智能时代面对技术不断发展的不确定性、赋
能作用的变化迭代性，需要教师从底层认知，理解
技术本质，理解技术的发展逻辑，明晰技术的教育
使能和可能，理性认知、合理应用，进而为技术深
度赋能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提供基础认知和理性应
用支持。

(二)创新教学素养
人工智能对人类重复性、机械性工作的替代，

逐步“侵蚀”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分工，生产
力的进一步解放使得未来人类的社会分工逐步走向
需要高阶思维能力介入的新型分工，以此对未来社
会人才培养的目标进一步升级，走向能力导向、创
新导向的高级思维与素养培养，需要教师从原有的
“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教学活动趋
向探究、合作、启发、引导、体验、实践等，注重
学习者的自主知识建构、认知能力发展、素养形成
等。同时，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得未来学习
环境走向智能化，教育机器人、智能代理等将为学
习环境提供新的构成要素，学习环境的时空边界进
一步拓展，逐步成为全面感知的学习场所、灵活创
新的学校布局和深度交互的网络学习空间[18]。教育
目标的升级与转型、学习环境的拓展与转变，驱动
未来智能时代教育教学走向基于智能学习环境的以
发展学生素养为目标的创新教学，教学形态走向虚
实融合教学、远程协同教学、多元交互教学、感知
适应教学、数据驱动教学、智能管控教学等，需要
教师具备设计与开展各类创新教学的能力与素养，
以胜任未来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人机协同素养
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使得技术

本身的“代具”作用进一步彰显，赋能教师备授测
评练等活动的开展，如基于智能技术的学情分析、
资源推荐、学习规划、智能答疑、作业批阅、技能
测评、教学管理等。同时人类教师本身所存在的重
复机械工作倦怠、个体知识经验局限、海量信息加
工处理低速、学生群体兼顾不足、主观经验主义缺
陷等，需要充分借助智能技术优势开展人机协同教
学。技术本身的海量信息存储、数据分析挖掘、

高效重复工作等天然优势，能够弥补人类教师教学
的先天不足。但同时由于当前技术发展的使能现
状，以及技术本身在应对复杂情境问题时表现出的
不足，需要教师在应用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时注重合
理分工、协同互补，充分发挥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
各自的优势，使二者潜能得到充分彰显，因此智能
时代的教师需要具备人机协同教学素养。在教育教
学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特征、自身的需求等选
用合适的智能技术或产品，并熟练应用于相应的教
学活动场景中，同时也需要教师充分了解技术解决
教育问题的优劣势，明确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的可达
边界，针对技术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及不
足，及时发挥人类教师在创新、批判、情感等方面
的优势进行辅助弥补，有效融合人机各自优势，协
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助力学生发展培养及教师减
负增效。

(四)资源整合素养
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介入，教育资

源走向多元化、智能化、生态化。在资源内容方
面，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为支持的
虚实融合资源进一步丰富拓展，以智能导师、智
能学伴、教育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型资源要素成为
学习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5G、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持，家庭、教育机构、企业等社
会性资源逐步与学校内教育资源实现深度互联、体
系融合、共享应用，驱动教育资源走向大资源。在
资源应用方面，以大数据、学习分析、边缘计算等
技术为支持，智能时代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对用户
个体及群体应用情况的深入挖掘，实现资源的智能
推荐、快速响应，提高资源的适配性。此外，智能
时代创新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开展需要教师能够
充分借助各类智能资源、校内外资源开展基于学习
需求的系统化整合与设计，同时，要避免技术过渡
依赖下的资源筛选与应用能力弱化。因此，智能时
代教育资源的内容与类型、应用方式等的拓展与转
变，需要教师具备大资源观，借助智能技术实现跨
学科、跨界的资源整合和人机深度交互的融合应
用，以应对未来教育变革的挑战。

(五)数据应用素养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过程

性、全局性、系统性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为教
育教学的学情分析、学习评价、教学设计、资源推
荐、个性化学习等活动提供支持。智能时代教育教
学走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教育，教师应能充分借助数
据实现精准备课、差异化教学、多元化评价、个性
化服务、高效化管理及教研。同时，在借助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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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行教育数据挖掘与分析时，又需要教师借助自
身的思维、经验，避免技术过度干预下的数据偏见
与异化。教师如何根据自身教学需求选用适当的方
式采集相应教与学数据、如何挖掘数据可视化图表
背后的教与学规律，进而开展精准化教学设计、规
划教学内容与路径、调整优化教学活动等，需要教
师具备数据应用素养，以充分、科学、有效地发挥
数据在教学中的作用。

(六)伦理安全素养
智能技术教学应用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道德、隐

私安全、公平享用等问题需要教师特别关注，做到
合理适度应用智能技术产品，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导
致教师专业能力弱化。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也要引导规范学生的技术应用，避免技术过度依赖
下的学生思维惰性、能力削弱，以及可能引发的伦
理安全风险。此外，教师还应努力使学生享有均等
应用智能技术的权利，避免智能技术所引发的性别
歧视、代际差距等。

四、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框架构建

智能教育素养是智能时代教师胜任未来教育
教学的关键，该词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
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中首
次提出，强调教师在应用智能技术的过程中应当具
备的意识、态度、情感和能力等。周邵锦等将智能
素养定义为智能时代基本的综合素养，包括培养
开放包容的智能态度、迅速掌握各种轻型智能工
具和运用人工智能学科思维解决现实问题三个培
养阶段[19]。刘斌将智能教育素养定义为支撑教师在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的知识、
能力、态度与伦理的集合[20]。可以看出，已有的智
能教育素养概念界定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赋能教
育视角下教师胜任未来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知
识、能力和伦理等。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师面对
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构成的四
元世界,还必须具备人机共存、虚实并行的知识、
能力、素养和人格的全方位综合素养[21]。综合已有
定义，本研究认为智能教育素养是智能时代教师开
展符合伦理道德的人机协同教学工作的能力、思维
和品质。智能教育素养不仅要关注智能技术赋能的
教育形态发展，更要关注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
融合应用，关注当下技术使能以及未来技术发展对
教育的促变，以适应未来技术发展、教育变革对教
师能力的诉求。同时，未来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技
术的作用，也要兼顾技术促变社会所引发的教育诉
求，还要注重素养本身的高阶思维能力属性，以及

教师主体的意识认知、思维品质等的内在发展。
(一)素养框架维度的构建
基于对智能教育素养的概念界定与分析可以看

到，智能教育素养涉及技术、教育、社会三个维度
的内容。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既要充分考虑未来技术
的发展及赋能，兼顾教师本身的教育工作，也要充
分考虑技术发展对社会促变及影响、教育人才培养
对社会需求的适应，以及社会对技术应用的约束与
规范、社会对教育的促逼与诉求等。因此，从智能
教育素养本身来看，需要充分考虑技术领域、教育
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层面的内容，如图1所示。

技术维度是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的基础，鉴于
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而对自然世界所做
的改变，智能时代教师既需要利用智能技术满足自
身主体的需求，也要掌握相关的技术基础知识、具
备熟练应用技术的能力、了解并能应用技术的思维
逻辑解决日常问题。教育维度是教师智能教育素养
的核心内容，教育是为培养人的社会生存技能、促
进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活动，智能时代的教育变
革形态需要教师具备智能教育观和思维品质，熟练
应用智能技术创新开展教与学设计、实施、评价和
管理等活动，以胜任未来人机协同、教育形态变革
下的教学工作。社会维度是智能教育素养的约束保
障，围绕智能技术促变社会、教育变革，引发的社
会伦理责任等问题，主要解决技术的规范应用、责
任伦理等层面的问题。

这三个维度不是相互独立的，其素养要素内容
紧密相关，在利用智能技术开展教与学活动时，要
掌握基本的智能技术应用，也要受到社会层面的合
理规范应用的约束。其中技术与社会(TS)二者的关
系是技术变革社会，社会促进技术的关系。技术变
革社会主要受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社
会形态的变迁。同时社会的发展会对技术产生新的

技术(T)
技术和社会

(TS)
技术和教育

(TE)

教育(E)

社会和教育
(SE) 

社会(S)

人

图1  智能教育素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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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促进技术发展逐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技
术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所塑造，二者相互
促进发展。技术与教育(TE)二者的关系是技术赋能
教育、教育推动技术。技术赋能教育主要通过技术
在教与学活动中的应用，提升教学工作效率，解放
教师与学生的生产力，促进师生活动向高阶层面跃
迁。教育推动技术主要通过人技之间的延异运动，
技术教育应用促进教育新需求的产生，需要技术进
一步发展以使用新型的教育需求，二者相互促进发
展。社会与教育(SE)二者的关系是社会倒逼教育、
教育服务社会的变革。社会倒逼教育主要基于教育
服务社会的目标导向，需要教育转变培养目标适应
社会人才需求，而教育目标的转型又引发教育活动
形态的转变。教育服务社会是教育本身的社会属
性，是教育天然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素养框架要素分析
基于对教师角色及素养诉求的分析，结合教师

智能教育素养的框架结构，梳理形成智能时代下的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如表2所示)。对各维度及内涵解
读如下。

表2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框架

一级
维度 二级维度 指标关注点

技术

意识情感 价值认同、技术敏感、学习意识、积极应
用、边界突破

本体知识 概念术语理解、逻辑原理认知、智能产品认
知

应用能力 硬件应用、软件应用、人机沟通、工具选用

技术思维 技术理解、技术判断、技术敏感、技术发
展、迁移应用

教育

智能教育观 教育认知、角色定位、技术定位
智能教育思维 协同思维、系统思维、数据思维、设计思维

智能教与学设计弹性组织、内容设计、路径规划、资源获
取、资源整合

智能教与学开展模式创新、教学调整、人机协同、多元参
与、混融学习

智能教与学评价智能数据采集、智能评价分析、智能评价应用

智能教与学管理课堂管理、学习管理、习惯养成

社会
社会认知 社会变革、职业重构、威胁挑战、自我认同
社会责任 隐私安全、规范自律、有效应用、公平享有
社会引领 影响他人、创新引领

1.技术维度素养
技术维度主要涉及意识情感、本体知识、应

用能力和技术思维。其中意识情感是教师对技术理
解、认同、学习的认知基础，本体知识是指教师应
该熟知了解的关于智能技术的概述、原理、产品等
常识，应用能力是指教师能够使用技术，技术思维
是指智能时代下的教师应该生成的利用技术思考、
解决问题的高阶思维能力。

意识态度方面主要包括对技术本身的价值认
同，具备主动学习和应用技术的意识，能够理解技
术应用所引发的信息茧房，具备突破技术应用所导
致的信息边界。智能时代的教师要充分理解智能技
术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技术的变革作用和可能价
值，合理认知技术的现实可能和未来使能，理性看
待技术的优劣势，避免对技术的盲目理性论或单一
威胁论；同时要具备主动学习和掌握智能技术的相
关知识和应用的意识态度。

本体知识方面，教师需要掌握智能技术的基础
知识，它是理解技术实现逻辑、分析技术问题解决
逻辑的基础。教师要理解技术相关概念术语的内涵
与特征，掌握技术的底层原理，充分认知常见的技
术产品或系统，明确其技术应用和优劣势等。

应用能力方面，教师应能够根据自身需要选用
适当的技术解决问题，熟练应用常见的智能技术产
品或系统，并根据自身需求筛选、查找、应用相关
智能技术工具。教师还应具备与教育机器人、智能
代理等智能体的沟通交流能力，实现对技术的有效
控制与熟练应用。

技术思维方面，理解技术的实现逻辑是技术
素养的高阶能力，是促进技术适切、创新应用的关
键能力，其表现主要有：一是了解智能教育产品的
运行逻辑，不仅仅是对产品本身的技术实现原理的
认知，更重要的是产品本身所针对的用户需求或问
题，明确技术实现用户需求的过程和方法；二是了
解对技术与人的共生关系，明确技术与社会及教育
的相互促进关系，理解智能技术的本质及其应用逻
辑；三是理解技术的思考与行为方式，明确技术的
问题解决逻辑，进而为技术的迁移应用提供支持，
形成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思维。

2.教育维度素养
教育维度主要表现为明晰智能时代的教育生

态，具备利用智能技术开展教与学活动的能力，能
够积极探索、创新引领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基于
教育教学过程及内容，可以将教育维度的素养内容
划分为智能教育观、智能教育思维、智能教与学设
计、智能教与学开展、智能教与学评价、智能教与
学管理等。

在智能教育观方面，教师需要理解智能技术对
教育变革与重塑的作用，准确定位智能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的地位和对教育发挥作用的逻辑，了解技术
与教育的共生结构。在教育目标层面，理解智能时
代的教育目标转变与发展，明晰教育价值和意义的
重心转向促进人的成长和完善[22]，注重发挥人类自
身优势以适应未来社会职业结构变革。充分认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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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教育环境对教育教学活动的促变，明晰智能时代
的教育活动重构与发展，理解未来教育活动中的师
生角色定位及技术定位，创新性地应用智能技术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

在智能教育思维方面，教师需要具备人人、人
机的协同思维，能够有效与各类教学共同体、人机
共同体开展协同工作；需要具备系统思维的能力，
能够从全局出发，整体、系统地理解和认知教育教
学；需要具备数据思维，能够利用数据开展教学评
价与管理工作；需要具备设计思维，从“教学设
计”走向“设计教学”、“设计学习”，能够基于
学习者素养培养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规划
教学路径、集聚教学资源、设计学习活动等。智能
技术以其“技术逻辑”对传统教育的秩序、范式、
理念和文化进行优化和改造[23]，智能时代下教师就
需要具备未来教育的思维、理念与品质，以引领、
指导、支持、助力其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

在教学设计方面，依托智能技术的未来课程形
态将走向立体化、混合化。基于知识图谱组织课程
内容，基于虚实融合技术、智能技术等呈现教学内
容，基于学生学情、认知图谱等设计启发式、探究
式、项目式、体验式等创新教学活动，基于教学内
容需求组织校内外、跨学科相关领域专家及教师，
组织人机、人人协同的教学共同体。教师需要能够
充分利用智能技术赋能精准化教学设计，基于数据
驱动的学情分析，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学习兴
趣、学习风格和认知特点等，为其设计差异化学习
内容，规划适当的学习路径，助力学习者个性化学
习开展。

在教与学开展方面，教师需能够创新开展教
育教学，依托智能技术的反馈来调整教学节奏或内
容，开展人机协同的教育教学。需要能够充分发挥
智能技术优势，开展讲授、探究、体验、讨论、问
答、练习、评价等通用型教学活动，以及阅读、写
作、实验等学科特色活动，充分发挥技术在信息获
取、情境创设、知识建构、认知辅助、协作交流、
评价反思等方面的作用，凸显各类智能工具的替
代、增强、赋能教师的功能。

在教学评价方面，教师应能够选用智能技术采
集教与学数据(如学习过程数据、人机交互数据、
测评练习数据等)，充分开展数据驱动的教与学评
价。借助智能技术开展数据分析解读，挖掘数据背
后的教学内容与规律，并基于数据提供精准的学习
支持服务。

在教学管理方面，需利用智能技术开展课堂管
理、教学管理，例如考勤、教学行为分析等，实时

关注班级群体学生的学习状况、专注度和学习参与
度等，进而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参与等提
供支持，助力教师教学管理。教师需要利用智能技
术为每个学习者配备学习助教、学习伙伴，提供学
习过程管理、学习习惯养成等的支持。

3.社会维度素养
在社会维度层面，智能时代的教师需要关注技

术对社会、教育的影响，注重技术的适度、合理应
用。其素养内容主要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责任和社
会引领三个层面，具体如下。

在社会认知层面，教师需要理解技术发展对社
会的影响，明晰技术驱动下的社会发展，理解技术
发展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的影响和智能时代
的工作属性特征。理解未来社会中人机协同的属性
和常态，理性看待技术的赋能作用，明确技术对社
会的价值及威胁，同时能够理性看待人类自身的价
值和优势。

在社会责任方面，了解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社
会伦理安全问题，能够遵循相应的伦理安全责任。
智能技术其类人化的智力功能模仿，会对人类社会
伦理、安全隐私等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和作用，因
此智能时代下的教师需要重新关注并审视智能时代
的人机伦理问题。一方面要了解智能时代的技术风
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负责任地使用技术；另一方
面要从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人机协同的责任边界、
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算法歧视、生物伦理、生化
人(数据生命体)等方面的内容[24]。

在社会引领方面，教师应具备智能教育素养的
影响力和引领力，创新引领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帮助同事开展智能时代的教学活动。并能
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智能教育素养，进
而创新教学模式、结构和范式，推动教育变革。

五、结语

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需要教师转变自身
角色，从教育教学、学习服务、技术应用和主体属
性等维度重新定位自身的工作内容，以胜任未来教
育教学工作。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
当前中小学教师培训及院校师范生培养亟需纳入智
能教育素养内容，逐步培养胜任智能时代教育的师
资队伍，满足未来技术发展、社会转型及教育变革
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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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Role Orient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Demand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Guo Jiong, Hao Jianji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Abstract: The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the new education ecology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ed teachers to change their roles to be competent for fu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role of teachers 
needs to be chang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arning service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ubject 
attribute. It is urgent for teachers to have the qualities of technology cogni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human-computer cooper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data application, ethical security, etc.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requires teachers to have intelligent 
education literacy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ociety,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logic, enabling 
and possi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vely design and implement 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understand and adequately respond to the social risks and profession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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