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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到来，将引发教育世界的深刻变化。这已经成
为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教育会发生哪些变化？变化程度多大？
人们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本人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变化很可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教与学的方式。这种变化是最明显最直观的。事实上，

有些变化已经展现在课堂、教学和演示中。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的尝试，就是其中的先行者。这也是技术推广应用的一般路径：
常常先由少数个体“尝先”开始，然后被接受并传播，通过
“口耳相传”，逐步渗入“最保守”的群体（特别是建制内的机
构和部门），最后被整个社会接受、推广和应用。

二是人才培养目标。人工智能得到普及后，会引发学校培
养人才目标的变化。这种变化常常是由生产生活的改变传导过
来的，即技术先引发生产领域的变化，也就是人们从事生产需
要使用新的工具或技能，进而传导到学校，要求学校培养能使
用这种新工具或新技能的人，这样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规格或
内涵发生变化。学校回应外部世界要求的方式是，开设新的专
业、课程和内容。新的系科因而被设立，新的素质因而得到培
养。这方面响应及时或良好的教育机构常常最先得到社会认可，
被称为好学校或好教育。

三是教育评价。目标的变化，必然带来评价的变化，包括
评价的内容、评价的方式以及评价的理念等，即评价什么、怎
么评价等观念或思路的变化，目的是衡量变化了的教育是否达
到或者已经达到的程度。评价的变化又回头指导学校的办学。

学习方式、师生关系、学习空间等也会发生变化。比如，
终身学习可能变成“刚需”（处于技术主导社会中的个体，自主
性会被严重消解，变得和技术一样，需要时刻前行）。虚拟学习
空间变得和物理校园一样重要，成为不可缺少的学习场所。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从内外两个方面形塑未来的教育面貌：
一方面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对
人力资源素质和能力规格要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从教育内
部变革教育系统，包括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教师
素养、学生素养、教学管理等。

人工智能驱动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的重构，其步调是微小、
渐进的，今天也许根本还不明显。基本走向就是：技术将一路
铲除阻碍人们接受教育的各种“路障”，教育文明将因此得到
提升，包括教育机会扩展到更多的群体，教与学变得更加便利，
教育时空限制进一步被消解，社会的教育状况总体大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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