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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教育影响的讨论已连篇累牍，这里也说几点：

一、 教学内容。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需要教育

将重点放在培养人的高级思维上，比如批评性思维、创新思维

培养和价值观塑造等，不用关注低级或简单技能的培养了。这

种观点的基本框架是人机协作下的人机职责分工。这从任务完

成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教育或人的心智发展历程看可能

就不是了。人的心智发展遵循的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路径，需要

从掌握简单的思维运算到掌握高级的逻辑推理再到批评性思维、

创新性思维。它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发展过程，不是教育者

可以随意选择的。教学内容的变化，也更多的是源自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的变革。某种新教育技术的应用，很少会引发教学内

容的变革。比如，计算器已能够完成加减乘除等所有运算，应

用广泛，但是基本运算仍然是中小学数学教学的重点。

二、智力衰退。有人担心，大规模的 ChatGPT等技术的教

育应用，会带来人类智力的衰退。这种观点认为，人机协作完

成某一学习任务，比如写作，如果 ChatGPT帮助了学习者写作，

那么学习者需要付出的努力显然就少了。诸如此类的学习任务

如果都如此，学习者学习就可能很少或不用需要经历心智磨练，

智力由此可能衰退。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官能论，主张用进废退。

但从现实看，人的心智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于竞争（即社会内卷

或人与自然的斗争）。先进学习工具的使用更可能带来的结果是，

推动人们在更高水平上的竞赛。

三、替代教师。人工智能教师不太可能会替代人类教师，

这已是社会的大致共识。因此，人工智能教师替代人类教师的

忧虑是不必要的，其原因一是如果允许人工智能替代教师，那

显然超越了人工智能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二是这种忧虑和学

校消亡论一样不可信。学校存在的功能不仅是传授知识技能，

还要实现人的社会化。学生在学校这样的场所可以比家庭或分

散教育更高效地实现社会化和价值观的塑造。如果一定要替代，

那就是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辅导教师，在课后或家庭扮演教师角

色辅导学习者，比如，纠正学习外语语音等。

四、主体性。学习显然依赖于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没有主

体性的学习，大概率是一种被动学习。教育的现实显示，学习

者主体性的发挥程度，更多的是和教与学的方式有关，而不是

和使用教与学的工具有关，即教与学本身难以激发学习者的主

体性，而不是因为应用了某一新工具。由此，担心人工智能的

应用会引发学习者主体性遮蔽的认知，恐怕是难以立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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