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助产术教学法
——以“智能苏格拉底会话机器人”教学实践为例

李海峰　 王　炜　 李广鑫　 王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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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生的人机会话主要是“知识讲述”型会话关系，这会影响学生的高

阶思维能力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人机“知识讲述”型会话关系，转变为“知识转化”型会

话关系。为此，研究者以助产术理论、ChatGPT、学习分析和腾讯 QQ 工具为基础，探索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

学习发生机制，开发智能苏格拉底会话机器人，构建智能助产术教学模式。本研究采用准实验方法，以“远

程教育学”课程为教学内容，以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为对象，开展以智能会话机器人支持的教学实验。实

验结果表明，智能助产术教学与直接使用 ChatGPT 的教学相比，能显著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

和协作学习能力，但是对学习绩效、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为提高教学效果，研究者

需提升计算机的系统算力，开发批判性思维学习支架，构建人机适切性互动机制，研制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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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机会话困境与破解

ChatGPT具有高质量的类人会话、挑战不正确

的假设和拒绝不适切的请求（OpenAI, 2022）等能力。

然而，大量学生与 ChatGPT的会话交流，不是有意

义的人机协同学习，学生多用 Chat生成作业、进行

学术剽窃以替代思考（李海峰等 , 2023a）。美国智

能公司（Intelligent.com）发现，64%的大学生直接利

用智能工具完成作业，其中 60%学生用智能工具

完成 50%以上的书面作业（Newswire, 2023）。导致

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机互动是“知识讲述”

（knowledge telling）型的信息直接传递，而不是“知

识转化”（knowledge transformation）型的协作知识

建构（Cress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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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戴岭等（2023）通过“智慧问

学”，构建了一种递进式问答对话学习模式，然而

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难以有效

完成问答式对话学习。当前，人机协同学习的根本

任务是开发“知识转化”型会话机器人，使其具有

“知识转化”型人机会话能力。苏格拉底的助产

术教学理论，能为其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构建具有

苏格拉底助产术能力的智能会话机器人，人机会话

可转变为“知识转化”型关系。本文尝试基于苏

格拉底助产术教学理念，利用 ChatGPT、学习分析

和腾讯 QQ工具，设计与开发“助产术”型会话机

器人，探索智能助产术教学。 

二、智能助产术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一）助产术内涵及其智能教育意蕴 

1. 基本内涵

“助产术”或“产婆术”“精神助产术”，是

对苏格拉底提问式互动教学方法的指称。苏格拉

底将探究知识的过程看作“我们是处于怀孕和镇

痛状态中呢，还是已经全部都生产出来了”（柏拉

图, 2018）。他从未就某一定义与对话者得出过确

切回答，而是不断追问对话者以引起其对自己的不

断拷问。助产术教学法是一种关怀并教导灵魂向

善的艺术（金生鈜, 2018），是引导学生不断追问事

物本质，促进个体省察自我灵魂的提问式对话方法

（刘莉等, 2021）。 

2. 关键要素

1）善于追问的教师。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美

德是否可教时，以“自己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

诱发美诺反思（柏拉图, 2017）。2）自我省察的学生。

美诺和童奴健全的自我省察能力是苏格拉底追问

的认知能力条件。3）持续追问的动力。苏格拉底

的引导性追问，是驱动他和美诺相互追问的引擎。

4）关怀并教导学生向善的艺术。苏格拉底没有教

给美诺知识，而是通过持续追问激发他对真理、知

识和智慧的热爱。5）持续追问的机制。苏格拉底

对美诺或者童奴的追问，常以老朋友的口吻或者长

辈的关怀进行，时刻关注对方的语言和情感表达。

良好的情感沟通、洞察他者的能力、适切的追问智

慧等，是保证师生持续追问的基础。 

3. 智能教育意蕴

助产术为开发“智能苏格拉底会话机器人”

提供了理论指导。1）持续追问有助于消解人机

“知识讲述”会话关系。以对话和追问方式与学

生交流，智能会话机器人不直接告知“正确答案”，

而是通过商榷、质疑和引导激发学生思考。2）持
续追问机制对研发会话机器人持续追问能力有重

要启发。它把人机会话的“知识讲述”转变为

“知识转化”，消解过渡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

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乏力的问题。3）关怀并引导

学生向善的艺术，对设计会话机器人的育人功能有

重要启示。苏格拉底与美诺或者童奴的“助产”

互动，可为智能会话机器人运用何种语言和语气与

学生互动提供借鉴。 

（二）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学习发生机制

根据助产术的内涵、关键要素和教育意蕴，本

研究构建了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学习发生机制模

型（见图 1）。模型由智能苏格拉底、学习者、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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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助产术教学法学习发生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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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和宏观调节四部分组成。它们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形成人机之间的问题追问式学习逻辑。

智能苏格拉底是基于 ChatGPT和助产术教学

法创设的，不仅能基于大语言模型反馈信息，而且

善于利用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与学习者展开持续追

问式学习。它与学习者之间的会话互动，是一种持

续的、探究性的、追问式的会话，有助于学习者认

知结构的同化或者顺应。他们之间的追问，源于学

习者对它的“请教问题”，或主动“发问”。无论

何种启动方式，只要智能苏格拉底获得学习者的反

馈信息，他们就会进入“人机持续追问”的“知识

转化”学习过程。

在人机持续追问的过程中，实线表示人机追问

的关键路径，虚线表示人机追问可以避免的路径

（见图 1）。螺旋虚线的直线箭头表示诱导学习者

思考的人机复杂追问过程。智能苏格拉底收到学

习者的“请教问题”，一般不会直接反馈答案，而

是通过“质疑问题”引发对“请教问题”的追问。

智能苏格拉底会对“请教问题”进行本体追问，引

导学习者探究该问题。本体追问是对“请教问题”

中关键内容“是什么”的追问，用于建立人机持续

追问的起点。持续追问有助于改变学习者的认知

结构，促进学习真正发生。

宏观调节包括期望目标、追问策略和参与机

制，旨在调节、控制和干预学习过程。1）期望目标

即教学目标，是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规

定了智能苏格拉底的基本功能和追问方向。2）追
问策略涉及两个维度。智能苏格拉底的追问策略

是基于 ChatGPT、学习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模

拟苏格拉底追问方式的智能追问方法。学习者追

问策略是学习者通过教师培养形成的追问方法和

技能。3）参与机制指促进学习者参与人机持续追

问的各要素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涉及学习者的参与

动机、参与行为、持续参与影响因素和智能苏格拉

底的持续参与追问功能。 

（三）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学习支持系统

基于学习发生机制、ChatGPT服务器、QQ服

务器和学习分析技术，本研究构建了智能助产术教

学法学习系统模型（简称“系统模型”）（见图 2）。 

1. 服务器系统

服务器系统由ChatGPT和QQ服务器系统组成。

1）ChatGPT服务器系统由 ChatGPT服务器和

代理服务器组成。前者是 OpenAI公司为 ChatGPT
用户提供的云服务支持，用户可利用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API）开发程序；后者是用户根据需求，利用代

理服务器中的信息中转站提供服务。为实现智能

苏格拉底教学法，ChatGPT的系统角色被设为“你

是苏格拉底，善于批判性思维！”其个性助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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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助产术教学法学习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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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hatGPT和智慧大脑共同完成。数据通信模

块负责系统与 ChatGPT、智慧大脑、学习空间的数

据传输与管理。

2）QQ服务器系统由 QQ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组成。教师在 QQ服务器系统中公布协作方式、评

价机制与参与角色；智慧大脑利用学习分析、学习

预警和学习任务等获取的信息，组织 QQ服务器系

统的协作方式、参与角色和数据通信。譬如，智能

苏格拉底根据会话频次，引导参与度低的学习者与

他人交流。数据通信模块负责苏格拉底与 QQ服

务器、ChatGPT、智慧大脑和数据管理系统之间的

数据传输。 

2. 智慧大脑系统

智慧大脑系统由六个部分组成，利用拓展接口

与其他程序关联。学习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共同

作用，用于分析会话内容、会话情感、会话内容与

课程相关度及其创新度。人工智能与学习预警协

同作用，根据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对会话参与度、

内容相关度、任务完成度等较低的学生给予提醒

和引导，实时监控和引导学习。教师在系统学习任

务单中填写学习任务；智慧大脑根据设定的时间，

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随机抽取学生与智能苏格拉

底讨论。 

3. 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是学习系统的数据存取中心。

1）数据处理智慧中心负责数据存取、清洗和转换。

它能实时监测人机会话事件，根据研究目的挖掘和

存储相关数据。2）数据清洗是系统根据研究目的，

基于 QQ机器人框架或者 ChatGPT的反馈信息格

式，精准提取信息、转换格式和存储数据。3）数据

库系统负责存储人机会话数据、作业数据和探究

问题。人机会话数据库存储 QQ用户特征信息、会

话信息和会话分析结果。探究问题是教师根据学

习目标、内容和教学重难点设计的一系列问题集。 

4. 学习空间系统

学习空间系统基于 QQ群空间构建，由学生、

智能苏格拉底和群功能组成。学习空间通过 QQ
服务器，与智慧大脑、数据管理、ChatGPT服务器

连接。学生、教师和智能苏格拉底通过 QQ服务器

和代理服务器，才能在学习空间探究问题。智能苏

格拉底是苏格拉底的智能代理，它以苏格拉底的助

产术教育理念，进行人机会话交流。根据学习发生

机制，智能苏格拉底担任启动人机会话、引导学生

追问、构建学习共同体等任务。譬如，智能苏格拉

底主动与学生 A会话，能够持续与该生互动交流

和持续追问。

为避免人机单独会话可能导致的“知识讲述”

问题，本研究构建了追问型学习共同体发展机制

（见图 3）。智能苏格拉底在回应 04号学生后，利

用智慧大脑随机抽取 26号学生，引导其参与 04号
 

图 3    苏格拉底追问学生的助产学习过程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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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讨论。智能苏格拉底不仅成功邀请 26号学

生参与讨论，而且针对“挺好的”缺乏具体的反馈

内容，再次追问。智能苏格拉底会分析“挺好的”

和回复信息，再次生成新的引导性问题。这可能诱

发 26号学生的思考和反馈，也可能引发其他学生

参与，还可能再次抽取学生参与讨论。 

三、智能助产术教学模式
 

（一）基本内容

基于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学习发生机制和学

习系统，以翻转课堂模式框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

了“智能助产术教学模式”（见图 4）。 

1. 课前自学与人机探究

课前学习活动包括学生自学和人机探究。自

学涉及网课学习、自主测验、头脑风暴和作业探

究。学生利用教师自建的“远程教育学”网课自

主学习。自主测验包括视频中嵌入的测试题和课

后测验。头脑风暴指利用学银在线平台的论坛功

能，学生在这一学习社区开展讨论交流。作业探

究指学生在头脑风暴或者 QQ群中，围绕作业开

展的人机群体探究活动。助教或者智能苏格拉底

提前一周在平台发布作业，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完

成作业。

智能苏格拉底为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提供支持。

首先，智能苏格拉底会根据时间节点，从数据库中

抽取作业，利用 QQ服务器发布在 QQ学习空间中。

其次，智能苏格拉底利用学习分析技术，根据研究

目的和研究问题，分析学生的个性特征、会话内容

和会话频次，为学生提供针对性、个性化和及时的

反馈信息。第三，智能苏格拉底基于学习分析结果，

对学习者询问内容或反馈信息持续追问，也会从

QQ学习小组随机抽取学生，引导他们参与人机讨

论和持续追问学习。 

2. 课中探问与群体生智

人机人际之间的问题探究是课堂的主要教与

学活动，旨在通过深度讨论和持续追问，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课堂教学活动始于师生针对课前遇

到的问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群体讨论。学生

基于课前作业和问题与智能苏格拉底一起探究。

教师不鼓励学生在课堂与智能苏格拉底过多交流，

避免其将课前作业转移到课中完成，或课前精力投

入过少。小组长要像智能苏格拉底一样，鼓励和引

导小组成员参与讨论，引导其他学生对发言内容进

行批判性讨论。

教师在师生探究学习过程中，需充当经验丰富

的、持续引导学生思考的“产婆”，引导学生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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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能助产术教学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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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全面的、深度的、系统的理解、分析与反思。

譬如，针对“如何实现远程教育的再度整合？”问

题，学生根据课前作业准备回答；教师接着追问，

“以媒体为中介的交互是什么意思？”然后根据

学生回答内容继续追问，“为什么要以媒体为中

介？”教师要实时洞察学生的语言表达、思维逻

辑和探究深度，适切地邀请更多的学生参与师生和

生生的问题探究。 

3. 课后完善与能力提升

学生的学习活动涉及完善作业、作品反思和

作品评价。学生需根据作业任务、评价标准和存

在问题，通过与智能苏格拉底的持续互动，改进作

品。智能苏格拉底可实时解答学生疑问，引导学生

持续反思、改进作品。最后，学生把作品发布到平

台，邀请同学、教师和第三方（非本班同学）评价。 

（二）教学策略 

1. 经验驱动的学生能力助产术策略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教学法强调，实践主体应具

有丰富的助产经验。ChatGPT已经从知识储备上

满足了与学生会话的基本需求，但不善于引导学生

进行人机追问。智能助产术教学法学习系统，基于

学习分析、人工智能和角色设定等技术，构建了模

仿真实苏格拉底的智能苏格拉底会话机器人。同

时，授课教师也应模仿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教学法，

引导学生开展持续追问式会话。 

2. 学习共同体拓展的人际推拉策略

人机单一互动容易导致技术依赖和他者搭顺

风车问题。智能苏格拉底或教师需将他者“拉入

与推出”讨论空间，利用“人际推拉策略”形成学

习共同体。人际推拉始于智能苏格拉底或教师，可

将单个学生拉入人机或者人际讨论；第一位学生陈

述观点后，智能苏格拉底或教师需随机“拉入”第

二位学生，引导其评论前一位学生的观点；同时，

“推出”第一位学生，要求他从第三者视角观察、

思考和评价第二位学生对他的评论。人际推拉策

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交流、批判性思维和问

题解决等能力。 

四、教学实验
 

（一）实验设计 

1. 研究方法

教学实验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实验参与者

来自 A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 2021级 1班和 2班，

均有翻转学习经历。两个班的学习绩效、高阶思

维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前测结果

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1）。教师利用抽签法，选取
 

表 1    教学实验数据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

测量维度 组别
前测 后测

调整均值 标准误 F 偏η2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学习绩效
实验组 90.79 9.99 94.07 8.18 93.40 1.24

1.12 0.02
对照组 86.78 13.94 94.59 8.06 95.28 1.25

批判性思维能力
实验组 19.64 2.40 20.82 3.15 20.80 0.44

0.05 0.00
对照组 19.56 2.23 20.63 2.61 20.65 0.45

问题解决能力
实验组 20.46 2.59 21.55 2.33 21.44 0.41

4.02* 0.06
对照组 20.03 1.79 20.16 2.83 20.26 0.42

创造性思维能力
实验组 22.12 3.71 24.85 3.98 25.04 0.55

0.44* 0.07
对照组 22.81 2.19 23.63 3.03 21.43 0.55

创新设计能力
实验组 89.33 3.04 88.79 3.57 88.68 0.68

4.65* 0.07
对照组 88.28 5.37 86.47 4.35 86.58 0.69

协作学习能力
实验组 21.00 2.84 22.55 2.35 22.61 0.30

6.93* 0.10
对照组 21.25 2.02 21.56 1.93 21.49 0.31

协作知识建构
实验组 84.27 5.74 86.61 4.97 86.76 0.43

10.21** 0.14
对照组 84.66 6.15 84.97 5.86 84.81 0.43

自我效能感
实验组 29.88 4.41 33.30 4.54 33.47 0.67

0.01 0.00
对照组 30.69 4.05 33.53 3.86 33.36 0.68

　注：*p<0.05，**p<0.01；η2=0.01（小效应），η2=0.06（中效应），η2=0.14（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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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级 1班为实验组，2班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

智能苏格拉底支持的智能助产术教学模式，对照组

采用智慧精灵支持的翻转教学模式。智慧精灵直

接与 ChatGPT连接，不设计智能干预。 

2. 研究假设

基于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学习发生机制、教

学模式和教学策略，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与智慧

精灵支持的翻转教学模式相比，智能苏格拉底支持

的助产术教学模式，能显著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绩效、

高阶思维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3. 测量工具

用于测量学习绩效的知识测验由两位经验丰

富的教师编写，题型包括填空题和选择题。高阶思

维能力的测量基于下述量表：问题解决倾向量表

（Cronbach's α=0.78）（Hwang et al., 2017）、批判性思

维倾向量表（Cronbach's α=0.83）（Hwang et al., 2017）、
创 新 能 力 用 创 造 性 思 维 倾 向 量 表（Cronbach's
α=0.83）（Hwang et al., 2013）和创新设计能力量规。

创新设计能力用学生作品表示。前测作品是学生

基于联通主义理论设计的远程教育学习方案，评价

量规由两位专家多次协商制定；两位教师评价的平

均分代表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后测作品是网络课

程，同伴、教师和第三方基于精品课程评价指标

（陈丽, 2007）给出的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

协作学习能力包括两个维度：1）协作学习能力

量表（Cronbach's  α=0.80）（Chai et  al.,  2015）用于测

量协作学习能力，社会知识建构交互分析指标

（Gunawardena et al., 1997）用于测量课堂师生会话

的知识建构水平；2）自我效能感量表（Cronbach's
α=0.93）（Pintrich et al., 1991）用于测量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所有量表的因子载荷和信度值均达到有

效临界值标准（Hair et al., 2010）。量表采用李克特

五点量表，5代表完全同意。问卷设置了三道测谎

题。各测量维度的题项得分和代表学习绩效或者

能力水平。 

（二）实验过程

1）教师教授学生学习平台的技能与方法，指导

学生如何与智能苏格拉底、智慧精灵互动交流，如

回复信息、基于上下文语境交流、一对一或群体交

流。2）实验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6日—12月 3日。

前测于实验开始的第一周完成，后测在实验结束时

完成。3）两个班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教师相同，教学

环境、教师言行和学习任务等保持相同。 

（三）实验结果

本研究利用回归系数一致性统计检验方法，检

验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数据。结果显示，各指

标 p值均不显著，包括学习绩效（F=2.41，p=0.13）、
批判性思维能力（F=0.17，p=0.69）、问题解决能力

（F=0.95，p=0.33）、创造性思维能力（F=0.67，p=0.42）、
创新设计能力（F=1.55， p=0.22）、协作学习能力

（F=1.28，p=0.26）、协作知识建构（F=1.0，p=0.32）、
自我效能感（F=0.82，p=0.37）。这表明，可利用单因

素协方差分析方法检验后测数据差异。

研究者利用 SPSS 22得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所

有测量维度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知，实验组在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思维

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和协作知识建

构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但在学习绩效、批判性思

维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方面不显著。根据统计检验

效应评价标准（Cohen, 1988），协作知识建构是大效

应，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新设计能

力和协作学习能力是中等效应，其他维度是小效应

或者无效应。 

五、讨论与结论
 

（一）对学习绩效的影响

与智慧精灵支持的翻转教学相比，智能苏格拉

底未能显著提升学习绩效，这与已有研究不一致

（Rad et al., 2023），原因可能涉及智能会话机器人的

本质特征和学习绩效的测验内容。

首 先， 智 能 苏 格 拉 底 和 智 慧 精 灵 都 基 于

ChatGPT开发，它们在反馈的信息质量、个性化的

反馈内容和反馈内容的丰富性等方面没有显著差

异，这可能是学生知识学习和测验结果差异不显著

的主要原因。其次，测试的知识类型。“记中学”

是事实性知识掌握的重要方式（吴刚平 , 2013），这
就导致智能苏格拉底不能发挥“助产术”教学法

的优势。智能苏格拉底虽能通过追问，引导学生围

绕问题持续开展人机探究交流，但这种教学对记忆

事实性知识不占优势，对提高填空题和选择题的正

确率帮助不大。智慧精灵虽然不能对学习开展追

问，但是能根据学生提示及时反馈高质量信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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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记忆客观知识。 

（二）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

与智慧精灵支持的翻转教学相比，智能苏格拉

底未能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与已有

研究不一致（李海峰等, 2023b），原因可能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实验时间较短。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

技能，需要长时间培养。二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学习支持。智能助产术教学法未针对批判性思

维技能提供必要的学习支架，可能导致学生难以产

生和保持批判性思维倾向。

然而，学生体验表明，智能苏格拉底能够显著

促进主动思考、持续反思和拓展视角。学生认为，

“智能苏格拉底会主动引导我思考，培养我的独

立思考能力。”“智能苏格拉底帮助我们从多个

视角了解问题，开拓我们的思路。”“智能苏格

拉底会持续追问，激发我不断思考和反思。”

“智能苏格拉底偶尔会抽到我，让我和他们一起

讨论问题，使我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拓展我的

思维和思路。”相比之下，智慧精灵的使用者则认

为，“过度依赖它，缺少自己的思考。” 

（三）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

与智慧精灵支持的翻转教学相比，智能苏格拉

底能显著促进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这与已有研究

一致（李海峰等 , 2023b）。智能苏格拉底不仅可以

消解大众对大语言模型难以促进学生问题解决能

力的担忧（朱永新等, 2023），而且为如何将教学理

念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提供了创新设计

方略。智能苏格拉底改变了原生 ChatGPT与学生

的“知识讲述”会话关系，实现了主动发起和持续

追问的人机“知识转化”会话关系。他们之间的

会话不再是知识告知，而是促进知识建构和知识转

化过程。

学生访谈再次证实了这一结果。学生认为，

“学习问题随时都可以问它，相当于随身携带了

一部百科全书。”“智能苏格拉底能调动我的学

习积极性，督促我交流和思考。”“智能苏格拉

底可以引导我思考，就像个小老师；在需要解决

问题时，可以向他提问，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距

离，非常有效。”“智能苏格拉底帮我解决了许

多学习问题。遇到问题，我可以立马@苏格拉底，

让他帮我回答问题、和我讨论。” 

（四）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这与已有研究一致（Li, 2023），但也与一些研究

不一致（李海峰等, 2023b），原因可能是：创新能力

需要较长时间培养才能有成效。从创新思维倾向

和创新设计能力的评价结果看，苏格拉底智能会话

机器人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和保持有显著促进

作用，这主要得益于智能苏格拉底的学习发生机制。

持续追问和诱发探究参与，可以促进学生持续深入

思考，激励学生参与小组讨论，诱发创新思维。

学生体验也表明，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提升学

生的创新能力。学生认为，“智能苏格拉底会一直

问问题，激发我思考新问题。”“我原来没注意

的问题，它会提醒我添加条件或者反驳它，这使

我大开眼界！”“智能苏格拉底会随机@我，迫使

我参与讨论，确实让我有了新想法。”“我能及

时与它互动，创新设计灵感可能就有了。”相比

之下，对照组学生利用智慧精灵直接完成作业。 

（五）对协作学习能力的影响

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提升学生协作学习能力，

这与已有研究一致（Guo et al., 2023）。学生与智慧

精灵是一对一互动，他者难以参与。这种以智慧精

灵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网络，是典型的人机“知识讲

述”，学生高阶思维能力难以提升，人机群体协作

学习能力难以实现。智能苏格拉底改变了这种人

机二元互动关系，它通过邀请他者参与讨论、公示

参与程度和提醒参与学习，诱发学生关注讨论内容，

提高参与讨论的外在动机，提升学习空间中人机、

人际和群体的协作互动程度。

学生体验也证明，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提升学

生的协作学习能力。学生认为，“有了智能苏格拉

底，我和同学的沟通次数变多了。”“智能苏格

拉底会根据讨论的内容随机@其他同学，让他们参

与讨论，提高了大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苏

格拉底让小组变得团结，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解

决问题。”“智能苏格拉底增强了小组成员的联

系，促进我们共同学习。”“智能苏格拉底能够

增强互动性，可以与学生实时互动，鼓励学生参

与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六）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促进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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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已有研究不一致（Chang et al., 2022）。主要原

因是，以往教学实验是将 ChatGPT支持的翻转教学

与视频资源支持的翻转教学比较，显然前者更能提

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心。而本研究的智慧

精灵或智能苏格拉底均基于 ChatGPT开发，它们对

两组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影响差异甚微。

换句话说，智能苏格拉底的优势是，引导学生深度

思考问题并持续追问，但对提高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的自信心不占优势。

学生访谈证明，智能苏格拉底能显著增强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智能苏格拉底每天会统计数据，

获得反馈多的同学有成就感。”“学习让我变得

更加快乐。我有问题就可以问它，对我的学习有

促进作用。”智能苏格拉底让学生感到“一种由

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全面的感受”，“对我的学

习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有了智能苏格拉底

的协助，我有了成就感！”“智能苏格拉底能提

供课程相关的资源和资料，方便我学习。” 

六、研究建议

为提高智能助产术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教师和

研究者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支持。 

（一）优化智能会话机器人的计算机支持系统

算力

智能苏格拉底提供了新型人机“知识转化”

型会话关系，然而这种会话关系设计明显降低了人

机会话的流畅性、及时性和学习体验。学生发现，

智能苏格拉底“反应很慢，有时会出现逻辑问

题”，也会出现“回答问题很慢，甚至不回答现

象。”“智能苏格拉底的效果可能受技术的影响，

会话会中断或延迟。”显然，智能苏格拉底需高性

能计算机、卓越的程序设计、高宽带网络和专属大

语言模型等的支持，才能处理复杂的人机会话关系、

多线程会话处理、人机会话内容分析与个性化

反馈。

系统算力优化包括四方面：1）购买或者租用高

性能服务器，提升智能会话机器人的系统算力；

2）开发专有程序库，灵活地调用、调整和优化智能

会话机器人的程序逻辑结构；3）租用高宽带信息通

讯网络，降低信息传输、数据存储和信息处理延迟

问题，或将项目部署到云服务器上，提高数据通信

速度和反馈体验；4）购买企业级 ChatGPT数据服务

权限，提升数据请求、数据并发和信息反馈能力。 

（二）开发智能会话机器人的批判性思维学习

支架

智能苏格拉底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

养的学习支持。有学生认为，“智能苏格拉底会@

我，让我对它的反馈信息进行评价，甚至让我推

翻它的观点，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智能苏

格拉底反馈的信息太好了，完全正确”。智能苏

格拉底引导学生对它的反馈信息进行批判，但是学

生的评价都是“很好！”“没有问题，你说得很全

面！”学生在智能苏格拉底的引导下已经意识到，

需要对会话内容进行批判性评价，但是学生不知道

如何进行批判。

针对这一问题，智能苏格拉底需要为学生提供

适切的批判性思维支架。首先，教师需要根据批判

性思维的基本过程、关键要素和逻辑关系（任永功

等, 2022），设计批判性思维学习支架工具集。如我

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回

答这一问题需要什么信息？批判性思维支架也需

要根据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和批判性思维理论

适度调整。其次，教师需提供适切的批判性思维支

架。智能苏格拉底需根据人机会话的日志数据，及

时、智能和适切地为学习者提供批判性思维支架，

增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意识、能力和持续开展的

倾向。 

（三）构建智能会话机器人的人机适切性互动

机制

智能苏格拉底扮演经验丰富的“助产婆”角

色，如定时发布任务、智能分析观点、邀请同学参

与、分析学习现状与激励学生学习等，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和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然而，智能苏格拉底

的持续追问与高密度的助产引导，也导致学生学习

体验的下降。有学生认为，“智能苏格拉底互动太

频繁，整天都在@成员，使大家感到困扰。”“智

能苏格拉底有点太聒噪，上课期间还一直在发消

息。”学生希望“给智能苏格拉底限制时间，让

它尽量和课表对应，不要频繁互动。”

显然，人机会话需要根据学习进度、学习时间

和学习负荷等调整，确保人机互动适切：一是基于

学生学习体验制定适切机制。适切性指根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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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习体验、学习阶段和会话难易程度等随时

调节。教师可以根据访谈结果，调节人机互动频次、

发起提问频率、智能邀请他人参与频率、学习状况

智能提醒频次。二是基于学习数据分析结果作出

智能调整。智能助产术教学法学习系统，需提升智

慧大脑的“智慧”能力，使智能苏格拉底能根据会

话数据分析结果，利用认知地图算法、社会认知网

络分析、滞后序列分析、预测模型等智能调控人机

会话的适切性。 

（四）研制智能会话机器人的自我效能感提升

策略

智能助产术教学法利用人机持续追问实现预

设学习目标，但持续追问会给学生带来压力。如有

学生认为，“智能苏格拉底互动频次太高，一直在

问问题。我有时不想理它”“它经常问问题，导

致我们学习力不从心，身体精神都感到疲惫。”

智能苏格拉底的主动发问频次过多，学生需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解答和思考，使学生产生挫败感。

显然，智能苏格拉底需优化情感和个性化学习

支持。1）情感支持。智能苏格拉底不仅需利用学

习分析技术构建人机共情、人机共享调节、人机冲

突调节和友好型人机互动关系，还需根据学习日志

数据构建适切的学习任务或引导性问题。智能苏

格拉底要将“惩罚性”评价转向以表扬、鼓励和

引导性为主的评价，增强学习者自信心。2）个性化

学习支持。这不仅指大语言模型反馈的个性化信

息，还涉及提问频率、任务难度、情感支持及社会

参与等个性化支持。智慧大脑需要优化系统设计

和人机协同机制，基于学习者学习数据提供精准的

个性化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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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 of Intelligent Midwifery: Tak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ocratic Chatbot as an Example

LI Haifeng， WANG Wei， LI Guangxin & WANG Yu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convers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and students in human-chatbot interactions is mainly one of "knowledge telling",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igh-order thinking ability.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lies in
how  to  transform  the  human-chatbot  conversational  relationship  from “ knowledge  telling”  to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  To  this  end, researchers  explored  the  learning  mechanism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telligent  Midwifery (TMIM) based on the midwifery  theory, ChatGPT, learning
analysis, and Tencent QQ tools. They developed an AI chatbot that mimics Socrates and constructed an
intelligent  midwifery  teaching  mode.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tilized  by  the  researcher  to
conduct a teaching experiment, supported by the AI chatbot, in a course titled Distance Education. This
course  includ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participant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MI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bility  than  the  teaching  directly  supported  by  ChatGPT, but  has  not
significant  impact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searchers  suggest  enhancing  the  computing  power  of  computer  systems,
developing learning scaffolds for critical thinking, constructing human-chatbot adaptability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nd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self-efficacy.

Key words: midwifery  teaching  metho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human-chatbot
collaboration；intelligent chatbot；high-order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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