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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到来 , 将带来个性化教育。这是真的
吗？人工智能真能带来个性化教育？

确实，阿尔法狗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等大量事实充分显示，人
工智能确实具有惊人的数据处理能力，能为人类教育提供极大的帮
助。比如，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教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包括
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爱好、学习能力等，并为学习者推送相关
学习资源。学生也可以依赖人工智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但是，人
工智能的这种帮助，首先需要学习者通过在线学习为电脑提供各类
学习行为数据，才能成为可能。

个性化教育是人类期待的理想化教育方式。它依据学习者的先
天禀赋开展教与学，促进学习者各种潜能的充分发展。尽管我们对
个性化教育发生机理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明确，但一些重要的方面
是有所把握的。比如，它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个别化教学为主。

但是，反观教育实践，不要说中小学学校，就是大学的课堂，教
学也大都是以教师的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师是课堂的权威者、主宰
者、控制者，学生是依赖者、服从者、被控制者。在这样的教育事实面
前，教师有多少精力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帮助和指导呢？学生又能
展示多少个性呢？能开展多少个性化的学习和发展呢？ 再说，以考
试分数为核心目标的教育导向，不论教师、学生还是家长，他们敢追
求个性化教育吗？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断言，即使人类进入普遍的人工智
能时代，如果追求考试分数、班级组班教学、教师课堂灌输等教育制
度没有变化，个性化教学将是不太可能的。

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教育技术获得高度发展，每个学生都带有穿
戴设备，学生的所有学习行为数据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递给计算
机进行大数据分析 ( 除非脑机接口取得成功，那时人脑与电脑接合，
人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大概随时可以从网上获得，教育也许只剩
下判断力和美德养成的任务，受教育或学习的需要也许就很少了 )。
但是，课堂教学方式如果没有改变，个性化教育很可能仍将难以出现。

更不要说现在，很多学校对平板电脑或手机进课堂还在争论，
很多学习行为数据不能采集并综合到电脑上进行分析，就更谈不上
个性化教育了。

因此，人工智能只是提供了个性化教育的基础，并不必然导向
个性化教育。信息技术要推动教育的变革，依赖的不一定是技术本
身，很大程度上需要技术带动或配合以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变革，在
这一基础上多种因素形成合力，才能将技术的颠覆性力量转变为教
育变革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