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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一个崭新的、前景诱人的研究方向——人机

协同教育——正徐徐展开。

人机协同教育探究智能技术和人优化组合，以取得超越单

一的智能体或教师更好的教与学效果的可能和实现。这是新技

术教育应用的极大进步，即从技术被当作帮助教与学的简单辅

导手段，发展成为近乎和教师一样有主体意识的智能体，和教

师共同支持和作用于教与学。尽管它的角色可能仍然是辅助性

的，但它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能级显然是以往技术不可比的。

展望前景固然美好，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却有不少问题需要

回答。最直接的问题是：人机协同教育的基础是什么？人和机

器如何协同？在哪些领域开展协同？依据的技术是什么？遵循

什么路径推进协同？表现出的教与学形态是怎样的？将会取得

怎么样的新的目标和效果？可能带来哪些挑战？

间接却是密切相连的问题是：人机协同教育下，教学规律

或规则会有什么变化？会生成什么？消解什么？新生成的原则，

又会要求教育教学、教师、学生、教育系统做什么变化？教育

目标、培养人才的规格和素质会有什么变化？各级各类教育会

有什么变化？教与学的设计原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原则

又有什么变化？教师素养有什么要求？教学评价有什么变化？

更间接但也是更高级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制度（比如，学

校教育）会有什么变化？

显然，这些问题是推进人机协同教育需要面对的。这些问

题中，有的答案可能比较浅显直观，比如，有人已对人机协同

教育做了分工：机器负责程序性、重复性工作，人负责创造性、

灵活性工作；有的就显得比较复杂，还在起步探索之中。比如，

机器如何无感知收集学习者的信息，如何获取难以外显的认知、

情感等信息，或者更先进的是如何获取学习者的脑神经变化信

息，从而判断学习者的学习或者认知的发展。

要强调的是，尽管机器有了“意识”“智能”，但人机协同教育

的关键还是人。因为是人谋求与机器协同，而不是机器谋求与

人协同。这样，人期望怎样和机器协同，期望机器获取哪些信

息，如何读懂机器采集的信息，其实都是由人设计和解释的。

所以，人机协同教育，说到底又可以说是人和人自身的协同。

而这又涉及人对自身和教育认识的超越。

由此可以看出，人机协同教育要从理念变成现实，从思想

的、试验的、个别的教育实践变成为现实的、普及的、日常的

教育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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