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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有三项能力让人惊叹：一是强大的信息检索能力；

二是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能依赖逻辑推理能力，生成比较成

熟的文本；三是自然语言能力，可达美国九岁（中国七岁）小孩

的水平，能与人流畅地交流对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掌握第一二项能力，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全面地搜集文献、阅读文献，再把这些文献的思想观点整合成

文章，是很多研究者的重头工作。

能力强大的 ChatGPT的出现，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我

的看法是：因学习方式、教学内容、教育层次等而不同。

从学习方式看，ChatGPT会让记忆性学习失去优势，深度

理解学习变得重要。这也意味着学校教学模式需要改变；从教

学内容看，职业技能教育等仍需要学习者操练强化，但知识性

内容会被弱化。但这不是说知识学习变得不重要。知识是载体，

是师生作用的媒介。没有扎实的知识掌握为基础，要发展学习

者的创造力等高阶能力是很难的。学习者也只有经历过困难、

探索、思考、求证、总结，所学知识才能真正融会贯通。从教

育层次看，高等教育所受影响更大。一般学生可能因 ChatGPT
而把学习变得程式化，让自己变得平庸；精英学生可能因有

ChatGPT的个性化支持而让自身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精英和

平庸两极并立。

对于文化资本薄弱的家庭的学习者来说，ChatGPT的意义

尤其重大。它作为学习的小助手，可为学习者提供支持。教师

激励和校园文化将变得更加重要。教育只要激发起人们学习的“
火焰”，学习者自身就能探索前行，不仅可能还很便捷。

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只会让人们满

足于信息的“投喂”，智力可能提升，思维却走向平庸。表面看，

信息、知识大量增多，但实质上人们的理性变得羸弱，智慧贫

乏，社会总体走向平庸。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还可以说：只要人工智能只是重塑

而不是改变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人类文明形态就不会发生太

大变化，教育体系也就不太会发生太大变化。即使人工智能能

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能够胜任人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画画、

考试等崭露头角），人类教育还有其存在意义。

这表现在：一是人类社会需要教育帮助人成“人”，需要教育

维护人类文明的延续；二是满足人类自身相互竞争（包括民族之

间、国家之间）的需要。竞争离不开创新，创新需要教育；三是

满足个人的、区域的特定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