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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与资源、教学评价等教学设计环节的决策质量直接影

响教学活动效果。当前教学设计“人类制品”与“人工制品”普遍存在设计过程和结构程序化、偏离教师

设计初衷和学生个性学习需求、数字技术运用不足与适切性不高、忽视情感投入与师生交互不足等问题。本

研究在分析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借鉴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提出“学为中心：助力素养与思维培育”的理念指

向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分析持续生成”的技术指向；构建了包含分析任务分解与规划、内容存储与记忆、

功能实现与拓展、决策准确与可信四个环节的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实践框架，并提供了相应实例；最后基于发

展战略分析理性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的应用挑战，展望主客观并重贯通的“师—机”协

同教学设计智能分析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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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指

以促进学习者学习为根本目的，通过系统分析教学

问题与需求，将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

转成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环境

与资源、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具体计划的系统化

“过程”（何克抗等，2006）。教学设计是教学实施

的蓝图，是教学实践开展的前奏，将影响教学决策

的准确性、针对性、可行性和适切性，决定教学质

量。为此，讨论、评议和修订教学设计方案成为教

研和教学准备的重要内容。以往教学设计的分析

与评估多基于教师或教研组的主观经验判断，受人

力、时间和精力等限制，难以常态化开展。

当前大语言模型、多智能体正被用于优化教

学各要素与全流程。它具有多模态数据生成、与

用户互动、总结分析用户文档与音视频文件、初步

概括归纳内容与观点、提出对策与建议等功能，能

有效支持教学设计的研讨与分析，推进教学设计的

评估与优化。当前，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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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优化教学设计方案，提高教学设计质量已成

为数智时代课堂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但相关研究

较少。鉴于此，本研究聚焦“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分析教学设计方案”，通过“需求牵引、明确

指向、建立框架、实践示范”的研究过程，提出可

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与优化方

法，并结合实例剖析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为教学设

计分析实践提供新方法。 

二、现实需求

通常情况下，制定和完善教学设计方案多依赖

个人推敲、同侪交流和专家指导等。受系统工程

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教学设计过程和结构的

僵化与程序化、偏离教师教学设计初衷和学生个

性学习需求、数字技术运用不足与适切性不高、忽

视情感投入与互动设计不足等问题频发（彭飞霞等，

2024），教学设计质量与教学效果整体不佳，阻碍了

课堂教学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

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有助

于推进智能分析与评估，提升教学设计质量。 

（一）范式迁移：教学设计分析从发现问题迈向

目标可达的教评融合

服务于工业时代的以诊断教学问题和评课赛

课为目的传统教学设计分析已无法适应新时代高

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冯晓英等，2024）。
传统教学设计分析理念认为，分析和评估的目的在

于鉴别和选拔，多用于发现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甄别符合专业技能大赛评价标准的教师等。这些

做法忽视了教学设计分析的目标是可达性诊断与

反馈支持的教学实施改进，不利于常态化、持续性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也难以发挥教学设计分析

的作用。人工智能与教学设计分析相互赋能，可推

动教师教学设计分析从“发现问题与分等定级”

迈向“目标可达下的教评融合”，即教学设计分析

和教学反思相互支撑，基于教学实施的目标可达性

评估教学设计质量，基于教学设计分析结果优化和

改进教学设计方案，推进教评融合。基于目标可达

的“教评融合”理念开展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具有

三方面优势：

一是有助于教师反思设计方案和实施情况。

教师可以基于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智能评估

结果，调整和优化教学设计。二是有助于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人工智能将分析结果反馈给教师，教师

可据此开展自我反思和优化调整，促进专业发展和

提升数字素养。三是有助于推动教学设计智能分

析的常态化和生态化。“师—机”互动的教学设

计智能分析，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垂直领域数

据，推动智能分析结果更加精准有效，进而建立适

用于教师群体的教学设计分析、评估和实施正向

反馈的循环路径。 

（二）技术跃迁：倒逼教学设计分析从主观滞后

走向主客并重贯通

教学设计分析是优化和保障教学设计质量的

重要前提。从技术赋能视角看，随着传统课堂教学

空间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支持的智慧学习空间迈进，

教学设计分析逐渐走向非线性、具身化、数智化、

人机协同化，具体可分为传统教研支持的教学设计

分析、基于课堂实录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对比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机协同教学设计分析（见

图 1）。 

1. 传统教研支持的教学设计分析

传统教研支持的教学设计分析指通过专家指

导、同侪交流，讨论和分析教师的教学设计。教研

组长或骨干教师在约定时间和地点面对面分析研

讨教学设计，一般表现为“指导性口耳相传+学习

教学设计工具书”（谭伟等，2014）。这种教学设计

分析较依赖专家或同行的个人经验，缺乏针对教学

实施过程数据和材料的科学分析（孙宽宁，2018）。
分析和评估的内容过于依赖教学设计理论的程序

化流程和模式，强调教学活动设计流程的确定性

和唯一性，适用于以教师知识传授为主导的教学活

动，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郭元祥等，

2021）。 

2. 基于课堂实录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对比分析

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对比分析是教育评估和教

学改进的重要环节。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主张分

析教育实践中多要素的一致性（Hans，1947）。其中，

教学设计与实施的一致性指教学设计方案与教学

实施行为和内容的吻合程度（田爽等，2017）。随着

信息技术、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的普及，借助录

播设备和网络交互平台开展的“远程教学观摩”

“在线听评课”为基于课堂教学视频的教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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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便利，有助于解决个体参与课堂教学设计分

析的时空限制问题，但仍依赖人力，缺乏智能平台

工具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吴冬连等，2022）。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赋能课堂教学视

频分析走向自动和精准。利用智能技术自动分析

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穆肃等，2024a），指通过可穿

戴技术、非接触式感知技术等采集师生的多源多

模态数据（王靖等，2014），自动分析教学设计方案

实施情况。有学者借助 IIS图分析法，通过分析教

学方案与教学实施过程的信息流序列、激活目标

知识点的范围和数量，开展教学设计与实施一致性

分析（郑兰琴，2015），但这属于滞后性比较，未能在

设计方案实施前就提供反馈，且已有实践停留在个

案研究阶段，尚未大范围应用。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机协同教学设计

分析

以 GPT-4、Sora等为代表的多模态大模型推

动教育教学资源生产方式转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机协同教学中的应用

包括为基于知识的问答和自适应学习指导提供支

持（孔苏等，2024），制定和改进高效准确的教学设

计方案和教学计划（Lan et al., 2024），以及生成多

模态教学材料，如教学手册、练习题和课堂任务

提示等（欧志刚等，2024）。还有研究通过整合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高中数学教学设计生成

与评估工具（Hu et al., 2024）。然而，当前生成式

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机协同教学设计分析存在局限

于单一学科、分析和评估质量有待优化、教学设

计优化建议随机、个性化教学设计可靠性不足等

问题。 

三、可行方法

实际可用、切实可行、安全可信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是突破教学设计“人类制品”“人工制

品”现存难题的必然之路，是数智时代人机协同教

育的不二选择。基于教学设计方案智能分析的现

实需求，本研究借鉴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明确了分

析指向，构建了通用大语言模型与“教学设计智能

分析师”专用智能体赋能教学设计分析的实践框

架，并辅以实践案例。 

（一）分析指向

数智时代教学设计分析与评估不仅需要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加持，还需基于理论整体把握分析

指向与设计理念。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4C/ID）

由学习任务、相关知能、支持程序、专项操练四个

元素组成，涉及学情特征匹配、确定领域模式、

教学过程开放、再生任务操练等 12个评价指标

（Merriënboer et al., 2002）。1）学习任务驱动归纳学

习，包含学情特征匹配、教学目标解构、任务知识

架构三个评价指标。学情分析是教学设计的起点。

 

图 1    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教学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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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清晰、具体明确、合理规划的教学目标可为实

际教学提供方向和指引。教师搭建科学有效的学

习任务架构能帮助学习者降低认知负载，促进认知

图式构建。2）相关知能指完成学习任务、迁移应

用和创生所需的策略，可支撑学习者在精细加工中

构建认知图式，涉及确定领域模式、应用系统方法、

提供认知策略三个评价指标。选择合适的领域模

式组织任务域能有效帮助学习者在新知识与记忆

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Merriënboer et al., 2002），这
种深度加工会产生丰富的认知图式（心理模式和认

知策略）。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指完成学习任务所

对应的讲解、练习、体验、小组合作、举例说明等。

认知策略包括复述、精加工和组织。3）技术方案

促进认知规则形成，事关教学设计“如何做”，规

定了完成再生性任务和专项操练的“步骤”和

“程序”，包含教学过程开放、关注自我效能、促

进积极回应三个评价指标。4）专项操练有助于强

化认知规则、促进认知图式的熟练化（Anderson，
1993），涉及再生任务操练、提供矫正反馈、关注学

习本身三个评价指标。专项操练一般从简单到复

杂，且需与情境、任务和学习者形成系统联系，通

过矫正反馈和操练特定再生任务，引导学习者关注

学习本身。

综上，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基于未来社会工作

需求设计教学，指向培养应对复杂动态社会的综合

技能或专业能力（范梅里恩伯尔等，2020），强调以

人为本、学为中心，旨在为社会培养更具学习能力

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其与人机协同教育

视域的教学观、人才观、成才观理念一致，能较好

地指导与优化教学设计智能分析（见图 2）。本研

究借鉴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突出“师—机”协同，

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学为中

心：助力素养与思维培育”的理念指向和“生成式

人工智能促进分析持续生成”的技术指向。 

1. 学为中心：助力素养和思维的培育

学为中心理念强调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和

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指向学生的“以德为先、能力

为重、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旨在统一“身、心、

灵”。这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保证课

堂教学质量的关键（穆肃等，2024a）。在教与学关

系上，学为中心将教作为方式和手段、学作为目的

和意义，教师发挥引导作用并提供必要的学习支持。

在促进学生知识理解、培育素养体系层面，该理念

指向教会学生学习、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促进

学生高阶思维发展（欧颖等，2016），使学生成为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完整的人”。因而，利用智能

技术改进教学设计分析需以人为本、以促进学生

发展为共同价值追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

能力和人工智能伦理意识（吴砥等，2024）。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分析持续生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可结合上下语境，根

据教师教学设计需求与提示词完成快速运算，从海

量数据、知识库与数字教学资源中，以图像、报告、

绘画、视频、声音、软件代码的方式持续生成满足
 

图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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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实际诉求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优化、学

习资源推荐等人类思维表征符号与“智慧”（苗逢

春，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多维度分析、

评价与改进教学设计方案，可避免对人类教师主观

意见的依赖，突破教师知能局限，提供针对性教学

资源、建议与评定，充分融合和发挥教师与机器的

“智慧”，使“人工制品”教学设计方案能快速迭

代与精准化。例如，教师向智能体输入学情数据，

智能体快速分析数据，关联相似案例、已实施的教

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中的学生基础知识、教学

内容与生活应用分析等，判定教学设计方案的活动

安排、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等的适配程度，

从信息技术应用、教学互动、反馈和评价等方面提

供适高配度的建议和方法。 

（二）实践框架

为保证教学设计“人类制品”与“人工制品”

质量，结合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

赋能教学业务分析和教学智能体构建与应用的一

般流程（卢宇等，2024），本研究构建了生成式人工

智能支持的教学设计分析实践框架（见图 3），应用

了通用大语言模型和多智能体系统两类技术。

本研究以“师—机”交互协同合作环境为背

景，基于教学设计智能分析的四个环节对教学设计

方案与教学视频展开分析。通用大语言模型或多

智能体赋能教学设计分析均基于“师—机”交互

协同环境，针对采集的教学设计方案与教学视频，

通过分解与规划任务、内容存储与记忆、教学分析

能力实现与拓展、优化决策准确与可信四个环节

实现精准化、客观化分析。专用多智能体系统兼

具用户智能体、内容生成智能体和群聊管理员三

类角色，支持对教学设计优秀案例数据集的训练，

并可根据“师—机”交互对话不断调整优化参数，

持续提高分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1. 任务分解与规划

任务分解与规划指设定分析角色，明确分析需

求与目的，思考、制定和分解分析方案，规划分析

路径并感知执行结果，是教学设计智能分析与评估

的起点。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包含三类角色：
 

图 3    生成人工智能支持的教学设计分析的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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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对话智能体。这是信息输入端口，通过

通过与教师交互获取教学设计方案、教学视频与

分析需求。2）内容生成智能体：包含测评智能体和

推荐智能体两类。测评智能体根据学生学习过程

与结果数据，分析作业与测试情况，生成教学目标

达成度的判定。推荐智能体则根据分析结果提供

数字资源、教学法改进和教学环节调整等建议。

3）群聊管理员：负责搭建合作与竞争的群聊环境，

协调其他智能体并分配任务。 

2. 内容存储与记忆

内容存储与记忆指通过存储和读取教学设计

分析过程中的重要数据，支持大模型反思和多智能

体进化，是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和客观评估的基础。

该环节包含教学设计分析基础性数据读写、“教

师—大模型/多智能体”协同记忆、学科教学知识

与教学设计方法存储、教学设计优秀案例脱敏数

据集存储、人类专家分析和评估教学设计方案范

例数据存储等。基础性数据指教学设计方案、教

学视频和“师—机”对话内容。教学视频用于检

验教学设计方案达成度和与教学实施的一致性。

“师—机”对话是教学设计智能分析的重要方式，

指教师针对问题和难点，围绕教学设计的环节、内

容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交流和探讨，协同优化教

学设计。大语言模型与多智能体的记忆机制可存

储“教师—大模型/多智能体”的对话时间、信息

和内容，并据此调整和改进教学设计分析。 

3. 功能实现与拓展

功能实现与拓展指通过调动外部数字化教学

工具、知识库、资源库、数字计算工具或软件、协

作学习工具，执行教学设计分析任务。该部分主要

涵盖设计内容解析、教学环节及流程提取、教学目

标达成度分析、教学方法特点的提取和建议、数字

资源联动推荐、教学设计分析知识与能力边界拓

展。例如，多智能体可调用和执行大语言模型的数

字计算工具（Wolfram Alpha）、可视化编程工具

（Scratch）、文字处理软件、协作学习软件，推荐精

准计算工具以改进学习活动设计，推荐协作学习工

具并提出相关策略等。学情分析智能体通过分析

多模态学情数据，精准定位学生媒体偏好、章节重

难点、学习基础，进而向老师推荐更贴近实际的教

与学资源。作业智能体基于学情分析、授课智能

体运行结果，借助大语言模型的海量知识库和作业

库布置多样化、符合学生发展的作业，或向老师提

供个性化的课后自主学习资源。多智能体可利用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调用外部文档、网页、视频、知识图谱、思维

导图等资源，基于教学设计分析方案分解的子任务

构建知识库，建立索引、检索问题、生成内容，拓展

教学设计分析相关知识与能力的边界，确保所提供

的资源、内容与服务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卢宇等，

2024）。 

4. 决策准确可信

决策准确可信包括推理与规划质量保障、生

成内容时效性与准确性保障、交互协作质量保障，

通过反思与评估大语言模型或多智能体解决各子

任务的可靠性，提出最佳问题解决路径。推理与规

划质量保障的作用包括：利用记忆检索机制存储与

读取教学设计优秀案例，优化训练与分析参数，助

力提升推理与规划质量；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随

机性，利用复杂问题求解的思维树（Tree of Thought，
TOT）推理方法在细化推理与行为决策中整合思维

链和自我一致性思维链的优势，构建树形结构的问

题解决方法，使用广度优先或深度优先搜索算法选

取最佳教学设计分析子任务解决路径；利用 ReAct
规划方法循环执行“思考—行动—行为结果观

察”，获取教学设计分析与优化行为中推理、规划

与决策的反馈信息，确保教学设计分析与优化轨迹

可解释、可信。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支持实时获取

与整合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一师一优课、

中国知网等的最新信息，保障生成内容的时效性与

准确性。交互协作质量保障基于“教师—多智能

体—外部环境”持续循环交流互动机制，有利于教

师积极理性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师—
机”智慧，确保教学设计“人工制品”贴合教学实

际场景、内容准确可信。 

（三）实例示范 

1. 通用大语言模型分析教学设计案例

本研究以某乡村小学四年级人工智能专递课

堂第五节课“语音识别的概念与过程”教学设计

方案为例，阐述教师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教学设计分析与迭代优化（见图 4）。该课涉及线

上教师、现场教师、学生三类教学主体，是一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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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和教学平台、线上和现场教师协同实施

的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穆肃等，2024b）。
1）学习任务分析与评估

学习任务分析维度涉及学情特征匹配、教学

目标结构、任务知识框架三个评价指标。教师输

入精准提示信息，天工 AI大语言模型通过建立索

引、问题检索、生成内容三个步骤，给出基础知识

积累、连接生活应用、实践体验安排、情感态度培

养的匹配理由，并给出适当简化内容、增强互动讨

论、关注学生反馈、提供更多案例的优化建议，以

满足乡村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诉求。在教学目标结

构层面，天工 AI大语言模型分析了语音识别的基

本概念和过程、用生活实例增强学习兴趣、让知识

应用源于乡村生活等的合理性，从知识与技能方面

提出“理解语音识别的基本步骤”的目标，从过程

与方法方面建议基于具体情境实例增强学习兴趣

与临场感，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建议学生思考如

何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改善乡村生活，提高问题解决

能力。在任务知识架构层面，天工 AI大语言模型

认为该教学设计方案的知识和技能设置具有多样

性，关注学生对技术的认识和态度，建议让学生在

不同情境应用语音识别技术，增强知识的变式应用；

建议综合考虑乡村学生实际，内容要由浅入深、语

音识别步骤要清晰简明；认同教师讲解、游戏互动、

实践体验、小组分享、学生抢答、及时反馈指导等

能促进学生学习，增强学习动机与参与感。可见，

该教案实施过程中教学实录信息流序列一致性、

教学知识点范围一致性较高，有较好的可行性。

2）知能分析与评估

知能分析维度涉及确定领域模式、应用系统

方法、提供认知策略三个评价指标。在确定领域

模式方面，天工 AI大语言模型认为该教学设计方

案的内容与智能技术和乡村生活相关度高，体现了

跨学科整合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知识结构和学习

任务层次分明、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掌握

知能；教学活动设计体现了多样性、互动性，增强

了学习趣味性与参与感，有助于学生在新知识与记

忆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Merriënboer et al., 2002）。
在应用系统方法方面，教学设计方案采用讲解、视

频观看、小游戏、实践体验、小组分享等方法，鼓

励学生在合作中学习，促进学生不同情境知能的全

面发展。在提供认知策略层面，天工 AI大语言模

型从知识获取策略、知识理解与内化策略、知识应

用与迁移策略、反思与元认知策略、情感与动机策

略五方面分析认为，该教案教学资源多元丰富，可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知识深化与迁移，并搭建了积

极有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有助于培养学生数字社

会责任感。

3）技术方案分析与评估

技术方案分析维度涉及教学过程开放、关注

 

图 4    天工 AI通用大语言模型赋能“语音识别的概念与过程”教学设计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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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促进积极回应三个评价指标。天工 AI
大语言模型从教学目标的灵活性、学习活动可选

择性、学生自主性、学习资源与环境支持三方面分

析教学过程开放程度；从实践与应用机会、问题开

放性、互动与合作学习、学生情感与学习动机五方

面分析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关注程度；结合教学视频，

从互动性学习、及时反馈机制、反思与自我监控、

实践体验和目标导向学习四方面对相关设计进行

了回应。分析结果表明，该教学设计方案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乡村学生认知规则的形成，但分析过程机

械且程序化、分析内容欠准确且深度不够，未能对

优化学习体验、促进合作学习、提高学习兴趣与动

机给出针对性建议。

4）专项操练分析与评估

专项操练分析维度主要涉及再生任务操练、

提供矫正反馈、关注学习本身三个评价指标。天

工 AI大语言模型从再生任务设计、互动与反馈、

知识迁移与应用、课程反思与总结三方面分析再

生任务操练设计情况；从反馈及时性、反馈针对性、

反馈个性化、促进反思、教师鼓励与支持、反馈的

后续指导等方面评估教案提供的矫正性反馈；从教

学目标设定、实践应用活动设计、学生互动与小组

合作、自我反思与监控、学生情感与社会价值引导

判断教案引导学生关注学习的效果。综合“师—

机”智慧，专项操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认知规则，

能够支持学生与教师和知识内容进行数字化、情

景化交互，并获得教师及时的个性化反馈。然而，

通用大语言模型支持的基于指标的分析与评估结

果存在不足，如提出的建议未能贴合乡村学生知识

基础和最近发展区；设计的再生任务脱离学生实际

生活情境等。 

2. “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师”专用智能体案例

为针对学科教学设计的具体问题展开专业且

有深度的智能分析，并为基础教育领域教师提供自

建教学设计智能分析专用智能体的可实操、可复

制的示范指南，本研究从用户视角出发，阐释专用

智能体赋能教学设计分析的实操案例。以下为基

于智谱清言开源平台创建的“小学数学教学设计

分析师”专用智能体及应用过程（见图 5）。
1）配置“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专用智

能体

本研究从“教学设计任务分解与规划”出发

配置“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专用智能体，包

括配置基础信息、对话、插件和知识库。一是配置

基础信息，即基于需求分析，设定分析角色并明确

分析目标。智能体依据 4个分析维度与 12个评价

指标分析小学数学教学设计方案，包括分析教学方

案与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的契合度、诊断教学设
 

图 5    “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专用多智能体的创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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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提供教

学设计优化方案等。二是设定提示信息，包括个性

化设计开场白、预置问题、下一步问题建议等。例

如，“我的教学设计方案和 2022年版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的匹配度如何？”“我的教学设计存

在哪些不足，如何改进？”“可以增加哪些创新的

数学教学方法？”“针对我的教学设计，你可以推

荐学习资料吗？”“教学设计如何体现信息技术

与教学融合？”三是配置插件，包括配置契合小学

数学备课场景、教学设计优化场景的工具型插件，

如通过调用图片搜索、图表创建、科学计算器、流

程图助手等插件，实现和拓展智能体的教学设计分

析能力。四是配置知识库，存储、记忆和调用教学

设计相关内容。考虑到外部知识库高度依赖开放

知识的质量，本研究对标最新的小学数学课程标准

和课程方案，聚焦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原理、方法和

策略，整理并上传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文档，上传

数据脱敏的优质教学设计方案和专家分析范例，供

专用智能体后续调试，开展小样本学习。

2）调试与发布“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

专用智能体

调试专用智能体是保障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准

确可信的重要方法，也是发布智能体的前提。一是

对话调试，即向专用智能体投喂权威的小学数学教

学设计评价量表、人类专家分析教学设计的示范

文本，让机器开展小样本学习，实现基于记忆检索

机制的推理与规划质量保障。二是调用知识库进

行对话调试，即向专用智能体输入测试用小学数学

教学设计方案，测试调优后的智能体性能。如果专

用智能体调用知识库输出的教学设计智能分析内

容达到人类专家水平，则被认为符合发布要求。

3）应用“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专用智

能体

本研究应用“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分析师”专

用智能体对人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

“1000以内数的认识”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智能分

析。教师上传教学设计方案初稿，专用智能体根据

评价指标自动分析文档内容并提出修改建议。教

师针对性追问，唤醒专用智能体调用垂直领域知识

库和开展小样本学习。智能体输出优化版的教学

设计方案，并将修改的内容加粗显示。结果显示，

当前教学设计方案存在忽略学生需求、对学科核

心素养关注不足、缺乏有效教学评价机制等问题，

专用智能体还给出“基于逆向教学设计原则，促进

学生主动参与 1000以内数的认识并进行自我评价”

“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相结合，重视 1000以内

数学规律”等针对性建议，并形成了优化版的教学

设计方案。可见，专用智能体更能准确指出教学设

计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对标新课标和学科核心素养

要求提出科学建议。当然，这里示例的智能体仅基

于小学数学学科通用知识和代表性教学案例的外

部知识库开展小样本学习，还难以高质量分析与评

估练习课、少数民族文化融入等特征鲜明的教学

设计方案。 

四、总结与展望

当下教学设计人工主观性分析存在的时效性

差、分析周期长而影响课堂教学及时开展和改进

等问题，急需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新框架推进教

学设计智能分析。本研究基于“学为中心：助力素

养与思维培育”的理念指向和“生成式人工智能

促进分析持续生成”的技术指向，构建了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的实践框架和两个示范

实例。为理性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教学设计

分析的优势、挑战和未来发展机会，本研究以发展

战略分析（SWOT分析法）为框架，从优势、劣势、

威胁和机会等角度讨论分析以上提出的方法、实

践框架和实际应用案例（见图 6），以期为“师—机”

协同分析与优化教学设计提供启示和参考。 

（一）优势：快速准确与精细进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逻辑推理、归纳总结、演

绎分析和结果生成，能够根据多样化需求，快速分

析教学设计方案并形成优化建议。

教学实施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整体到细节

分析教学设计方案的教学目标、教学环节、教学

内容、教学活动设和评价方案等，还可根据与教

师的对话内容，支持教师准确定位教学设计问题，

调整和改进方案，减少对磨课教研同伴等人力投

入的依赖，增加教师教学前检验和改进教学设计

方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教学实施后，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快速比较分析教学设计方案与教学实施

真实过程，精细评定教学设计的达成度、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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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执行和完成程度等。教师根据比较结果可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进行数字化交互和思维整合，

形成主客观并重的教学设计分析结果，支持教学

设计的迭代优化。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构建的学科专用教学设计

分析智能体还能批量化精准分析教学设计方案，并

随着智能体内容存储与记忆的更新，不断优化数据

集和知识库，提升教学设计方案分析的深度和针对

性。在细化外接知识库后，智能体能通过分析教学

设计方案中数字技术应用的方法、数字教学资源

和媒体的应用方式、教师对学生数据获取和应用

等，判定教师教学准备中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实

现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设计的智能测评。 

（二）劣势：有效性和算法偏见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教学设计分析，存在

分析结果不一致和有效性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

能具有分析与应答方式不可解释、生成内容随机

性等特点（苗逢春，2024a），相同的输入和分析要求

会得到不同的输出、诊断和分析结果。尤其是面

对教学设计中专业而复杂的分析场景和对象，这种

随机应答方式产生的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容易受到质疑。

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黑箱，教学设计

智能分析可能存在算法偏见，从而让分析结果呈现

偏差。加涅（2007）曾指出：“教学设计必须以帮助

学习过程而不是教学过程为目的”。教学设计分

析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学习者，即通过帮助教师改

进教学进而促进学习者学习。当缺少针对特定教

育场景的专用知识库支持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

会在分析过程中产生偏见，如无视学习者和教学目

标差异，将教学对象视为知识能力水平相当的信息

接受者，忽视隐性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等层面的目标（李晓岩等，2015）。
此外，现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只具有模拟人

类外显性智慧的能力，教学设计智能分析专用智能

体也仅能通过学习人类专家的外显知识和规则进

行分析，不具备人类专家的智慧，且只能在已有知

识库和数据集支持下生成分析结果，无法提出创造

性观点。 

（三）威胁：数据安全与主体地位争夺

数据偷猎会引发师生信息泄露和隐私侵犯等

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教学设计分析有赖于

教学数据，包括学情数据、教学活动数据、优质教

学设计案例和人类专家分析示范资料等。数据收

集和处理过程如果缺乏规范约束和隐私保护，可能

发生数据被用于商业目的或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

使用等情况，会对教学设计相关主体的数据隐私造

成系统性侵犯（王佑镁等，2024）。此外，诱导教学

设计相关主体放弃部分或全部数据隐私以换取技

术服务的便利（苗逢春，2024b），还可能导致涉及个

人切身利益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篡越教师教学设计的

主体决策。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支持的生

成内容模拟教师或教学设计师的思维和行为，会对

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动性和自主教学决策的个性化

提出直接挑战（柯清超等，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

支持教学设计分析依赖对大量教学事例的模式识

别，速度和效率较人力分析优势明显，可能成为未

来教师的首选。然而，过度使用或依赖分析系统，

会导致教师减少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的自我反

 

图 6    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教学设计分析的优劣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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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决策，影响教学决策的主动性。 

（四）机会展望：效能提升与人在回路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

体数据集的丰富和专业领域知识库的积累，教学设

计智能分析的专业性、个性化需求的支持等性能

都将有所提升，其预判、诊断、建议和检验等效能

将持续发展，得到教育同行的认同和应用。

如何在教学设计智能分析过程中保持技术理

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在充分尊重教育主体隐私、

保障信息安全和决策主动性的基础上建构适用于

一线教师的教学设计智能分析系统，为教师提供

“人机共析”的指导、规范和服务等，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教学设计分析及应用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通过研、产、教的多方协同，让系统平台建设

者和应用者参与智能分析系统建构，明确教学设

计智能分析功能，深入理解应用方式和场景，建立

必要的数据规范，达成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

衡。二是组建应用共同体，包括组织虚拟教研室

专题研讨、开展应用示范推广等，帮助教师正确使

用教学设计智能分析系统，帮助分析系统者明晰

应用过程和方式，为实现主客观并重贯通的“师—
机”协同教学设计智能分析而改进技术和优化知

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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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Analysis: Needs, Methods, and Prospects

MU Su1,2，CHEN Xiaoran2 & ZHOU Deqing2

（1.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decisions  in  various  aspect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such  as  teaching
objectives, methods, conten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Currently, both “human-created” and “AI-cre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ducts have problems in their procedural design processes and structures with insufficient and
inappropriat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neglecting  emotional  investment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a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ntion  and  students'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Thus,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four-element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concept  of  learner-centeredness  to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a
technology-oriented approach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analysis.  Subsequently, a  practica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s  four  aspects: Analysis  task  decomposition  and  planning, content  storage
and  memory, real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analytical  ability, and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of  optimal
decision-making. The study proposes a practical framework exemplified by two examples: The general
large  language  model  and  special  agent  instructional  design  analysis.  Final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 we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challenges  of  generative  AI
enabl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analysi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eacher-
machine"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lligent analysis that combine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ructional  desig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alysis；
feasible methods；risk an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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