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同探究智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
学习新模式

魏　非1　 杨可欣2　 祝智庭1

（1.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学院，上海 200062；2.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

信息技术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模式构建与应用是当下教育者关注的热点。本研究在剖析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于学习的潜在风险和相关学习模式不足的基础上，以建构主义学习、联通主义学习和社会文化

等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以学习与创新深度融合为取向的，显著体现协同、探究特

征的协同探究智创模式，并阐释了该模式的定义、核心要素和实践模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针对模式应用

中的提问和对话、任务设计以及学习评价等关键实施要素提出操作建议，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质询”环节，

强调以思想引领和讨论启发为要领的提问和对话流程。研究最后从增强人机协同能力、应用解释式人工智

能和整合场景小模型等角度提出协同探究智创模式发展的未来图景。协同探究智创模式可促进学习者在开

放、互动环境中探索问题、生成知识和创新实践，实现学习与创新深度融合，可更好地回应新质人才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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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重塑教育生态。

从早期基于规则的自适应学习到如今融合学习者

多模态数据的个性化学习，技术始终是教育范式演

进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不仅揭示了未来教育的

诸多可能，还推动教育新范式的形成、新文化的构

建和新型学习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诞生（祝智庭等 ,
2023）。2022年 11月，ChatGPT正式发布，迅速成

为教育领域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卢宇等，2023）。区

别于传统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指具有文

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

关 技 术（国 家 互 联 网 信 息 办 公 室 等 ， 2023） 。

ChatGPT作为这一技术的典型代表，在司法考试、

语言测试、执业医师考试、MBA考试等专业性较

强的职业能力测试中展现了超越普通从业者的潜

力，被誉为教育的变革工具（Zhai, 2022）。这种能

力颠覆了传统教育中“知识权威”的垄断地位，迫

使教育界重新思考：当机器可替代人类完成高阶认

知任务时，教育的核心价值应如何锚定？学生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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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何种素养以应对人机协同的未来？

当下，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步入深水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发布《教育与研究领域生

成式人工智能指南》明确指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应确保人类的互动参与和高阶思考 （UNESCO,
2023）。这一政策导向与 21世纪能力、中国学生核

心素养高度契合，以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为主的高

阶思维技能已成为学生未来成功的关键指标

（Supriyadi et al., 2022）。如何构建未来学习范式，

切实培养和深度拓展学生面向未来的能力，成为全

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区别于传统人机交互的

“指令—反馈”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示语

工程驱动的多轮对话，可动态适配学习者认知需求，

扮演多种角色，包括提供即时反馈和认知脚手架的

个人导师、生成替代性解决方案触发批判性思维

的创意协作者、推动苏格拉底对话的元认知伙

伴……这些角色为学习者带来更高效和更具吸引

力的学习体验。已有报告或研究表明，借助生成式

人工智能开展探究或项目化学习，能促进学生发展

高阶思维和创造力（UNESCO, 2023）；和独立完成

任务的对照组相比，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合作可以显

著提高人类的创新性和成果质量（Li et al., 2024）。
这些研究结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以“知识传

递”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必然面临解构，生成式

人工智能已成为重构学习新范式的必然选择。基

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一种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 术 的 新 型 学 习 范 式——“ 协 同 探 究 智 创 ”

（Generative  Co-Inquiry  Learning  Innovation,  GCLI）。
它通过构建开放、互动的协同探究环境，促进学习

者探索问题、生成知识和创新实践，实现学习与创

新深度融合。 

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探究
挑战与模式构建案例

 

（一）学习探究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支持和促进学习方面

潜力巨大，应用场景涵盖个性化辅导、智能评估与

反馈、交互式学习环境构建、自主探究学习等。

例如，在推动个性化学习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帮助教育者深度分析学习数据，识别并响应学习

者的个体差异，包括学习倾向、学习动机、学习风

格和学习兴趣等，量身定制学习路径，并增强其学

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Becker et al., 2017）；在支

持自主探究学习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实时

答疑与反馈、学习资源推荐、问题解决方案建议，

可极大提升学习者的兴趣、投入度及学习成果的

质量和产出效率。然而，除了知识误导、信息过载、

算法偏见等已知风险，从学习者持续发展的视角，

该技术在学习中的直接应用还潜藏一些深层次

挑战：

1）自主衰减与路径依赖。研究表明，过度依赖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抑制学习者的自主思考能力，

甚至会阻碍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等技

能发展（Iskender, 2023）。同时，如果学习者通过人

工智能获取答案，可能造成人类自动化偏见（Van
Dis et al., 2023），形成探究路径依赖，导致其面对困

难和挑战时习惯等待答案。

2 ）创意同质与成果虚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本质是通过对大量数据中的模式进行学习，利用概

率分布等知识预测并生成新的数据，所提供的创意

启发和案例往往会复制主流世界观（UNESCO,
2023）。这就可能导致解决方案同质化，难以体现

多元化表达和创新突破。

3）角色偏差与权责模糊。部分学习者可能过

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探究主体

转变为信息接收者和执行者，忽视团队成员之间的

合作，人机协同边界逐渐模糊。

4）构思浅表与实践滞阻。将方案付诸实践开

展校验与修正，往往需要投入比方案构思多得多的

时间和精力。学习者可能因调查实践难度较大而

停留在假设和构思阶段，这不仅会影响研究成果的

实际应用价值，还将削弱学习者的实践能力。

5）标准不明与价值偏移。目前，区分人工智能

和人类创作者贡献的规范与标准的缺乏，会影响教

师对学习者实际能力的判断，进而对学习者的成长

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鉴于上述风险和挑战，研究者尝试通过强化反

思与元认知、平衡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探究、加强

小组合作、提升学习者主体参与等方式优化学习

模式，规避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平衡

技术优势与学习者的主体性发展，提升基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学习探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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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学习模式构建案例分析

为借鉴国内外已有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探究

学习模式，本研究对中国知网核心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检索。中文检索

式 为（“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 OR“ ChatGPT” ）

AND（“探究学习”OR“学习模式”），外文检索式

为（“ Generative  AI” 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R“GenAI”OR“ChatGPT”）AND
（“Inquiry-based”OR“Learning”）AND（“Pattern”
OR“Framework” ） ，文献发表日期截至 2024年

12月。文献调研结果表明，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提升探究学习深度，提高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和

创新能力已成为学习模式构建的重要议题。从理论

视角看，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着重凸显学习者主动知识构建。从培养目标看，有

的模式致力于通过任务驱动，深化学习者认知，培

养学习者的关键技能；有的模式着重通过知识探究

和对话启发，提高学习者的人工智能素养。从模式

成效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和

创造力方面的成效已初步得到验证。基于对理论应

用、实践可行性和技术应用创新等的综合考量，本

研究通过深入剖析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模式案例，

了解当前学习模式构建的思路和成果。 

1. PAIR学习框架

伦敦国王大学阿卡尔（Acar,  2023; Acar,  2024）
通过提炼学生有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需的五项

关键技能（包括问题表述、探究、实验、批判性思维、

反思意愿），并将这些技能的培养融入学习任务，形

成 PAIR学习框架（people，AI，interaction reflection），
即问题表述（定义想要解决的问题或挑战）、人工智

能工具选择（选择合适的生成式智能工具解决问题，

同时探索与比较不同工具及其功能）、互动（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工具解决问题，尝试和理解不同输入对

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和反思（评估并报告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的经验）。在课堂活动中，阿卡尔将学

习任务分为四个子任务，鼓励学生对人工智能工具

的使用展开探索与尝试。结果表明，基于 PAIR框

架构建结构化学习任务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提升学生对人工智能潜力和局限性的理解。 

2.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探究学习模式

蒙德里杜等（Moundridou et al., 2024）基于探究

学习（Inquiry-based Learning）提出教师引导学生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探究的步骤和策略，包括定

向、概念化、调查、总结与讨论等步骤。定向指吸

引学生兴趣，激活和评估学生的先前知识并促进联

系；概念化指帮助学生形成研究问题或可检验的假

设；调查指为学生设计探索和实验活动，帮助学生

设计调查、收集数据并解释数据；总结指帮助学生

辨析推理是否合理，诊断原因并提供解释；讨论指

评估学生的理解，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误解或薄弱

环节，促进沟通并鼓励深度反思。该模式特别强调

教师在内容验证和政策合规方面的重要责任。 

3. 知识建构模式

陈伯栋等（Chen & Zhu, 2023）构建了包含定义

问题、提出创新想法、评估潜力、元对话、对比分

析、批判性对话、形成高阶观念等步骤的基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知识建构模式”。学生以小组形

式开展渐进式探究，并综合不同观点以加深理解。

课堂实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问题。

ChatGPT生成观点和问题集，学生通过批判性讨论

评估内容、优选观点生成新见解。第二个阶段是协

作对话生成知识，具体步骤为学生提问、ChatGPT
回答、事实核查、同伴讨论、反思贡献、发展高阶

思维。研究表明，学生能有效地将 ChatGPT整合到

知识建构过程中，同时该模式能支持学生的创造性

学习，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4. 智慧问学模式

戴岭等（2023）提出了基于 ChatGPT的对话式

学习新模式，即“智慧问学”。该模式遵循平等性、

开放性、建构性和角色互惠原则，强调学习者与技

术的平等对话、问题设计的开放性、知识的建构性

和人机互动的互惠性。提问策略采用明确谁

（who）、做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
和为什么（why）的“5W”模式，以引导有效的对话。

问题设计基于认知需求和问题开放性高低，包括低

认知需求的封闭问题、高认知需求的封闭问题、低

认知需求的开放性问题和高认知需求的开放性问

题。智慧问学的流程包括初始训练、主题选择、初

步探讨、获取反馈、深入对话、分享协商、分析评

估和微调模型，形成螺旋递进的学习过程。该学习

模式旨在促进学习者主动提问、深入对话和知识

建构，提升高阶思维能力和再反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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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模式各

有侧重，分别为学生提供问题解决、探究学习、知

识建构和开放对话的框架。这些模式主要以建构

主义和社会文化理论等经典学习理论为基础，结合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进行适应性创新。例

如，PAIR框架通过结构化任务设计呼应建构主义

的主动知识建构与元认知调节，知识建构模式依托

知识社区理论强化批判性对话与集体智慧演化，智

慧问学模式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将语言交互拓展为

人机互惠性对话。尽管上述模式在规避人工智能

风险、提升学习者思维和能力方面提出了有效举

措，但在加强探究深度、深化协同机制和创新创意

激发等方面仍存在局限。例如，PAIR框架未明确

如何对生成的内容进行有效性筛选，同时过度结构

化可能限制开放性探究；知识建构模式虽然鼓励生

成新观点，但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且

容易停留于构思阶段，降低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价

值。这就需要优化学习模式，充分回应当前人才培

养的需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潜在优势在于为

探究性学习提供人类信息加工能力无法触达的发

散思维视角和文献综述广度，并通过对内容的浓缩

综述和对数据的“增压”处理，提升高水平思维和

探究活动的效率（苗逢春, 2023）。但这并不意味着

现有教育技术模式已足够完善。当前研究的核心

矛盾在于技术可能性与教育适配性之间的断裂（李

芒等, 2022），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理解教育技术

模式的理路，进而提出更科学、合理且具有较高实

践应用价值的方法，以突破现有模式局限，充分发

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全方位提升学生探究、

研究和创新能力。 

三、学习模式重构：协同探究智创

基于强大的对话、总结和推理功能，生成式人

工智能能支持学习者开展更有深度和挑战的探索，

推动学习范式走向学习与创新的深度融合。例如，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学习者提出的问题，检索并

推荐最新研究成果、实验案例和最佳实践，鼓励学

习者进行跨学科知识整合；提供不同角度的解读和

分析，帮助学习者建立多元认知视角，激发创新思

维；模拟多种情境或假设，协助学习者比较分析和

反思，使其能够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性推理和评估。

这种多维度、开放性的探索方式，有助于学习者发

展独立思考与研究分析能力，为未来的深度学习和

实践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结合相关理论，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学习与创新深度融合

为导向、显著体现协同与探究特征的学习模式——
协同探究智创模式。 

（一）理论基础和构建旨向

新质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体性力

量，能够理解社会发展现状并具有创变思维，整合

社会复杂系统并具有复合思维，主动适应新科技的

发展并具有技术思维（祝智庭等 , 2024）。为此，在

人工智能时代，以新质人才培养为旨向的学习模式

构建，应以协同、探究与创新为主线，通过交互和

融合，激发创新效应。协同探究智创模式植根于建

构主义、联通主义与社会文化理论，三者分别从认

知生成、网络连接与文化交互维度，共同支撑协同

探究与创新融合。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通过情境化探究

和社会协商主动构建的产物（Vygotsky, 1978）。教

师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营造动态问题场景，激发

认知冲突，促使学习者打破原有认知平衡，重构知

识体系，形成批判性创新思维——这正是新质人才

突破路径依赖的认知基础。联通主义理论指出，学

习是关系与节点的重构与建立（Siemens, 2005），在
知识碎片化与学科交叉深化的双重挑战下，生成式

人工智能作为“超级连接器”，可加速跨学科知识

聚合，赋能学习者构建全局性知识图谱，并通过人

机协同网络实现复杂问题的分布式求解。社会文

化理论强调知识生产始终嵌入社会文化实践中

（Lave & Wenger, 1991），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跨

文化模拟能力，推动多元主体在共享目标下深度协

作，既尊重文化差异对思维模式的塑造，又通过技

术中介实现意义协商，最终催生具有文化包容性的

创新方案。 

（二）内涵与核心要素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学习方式变革需求，

本研究针对探究学习可能面临的自主衰减与路径

依赖、创意同质与成果虚假、角色偏差与权责模糊

等风险，提出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协同探究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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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智能生成、协同构建、深度探究和迭代创

新为核心要素构建协同探究的学习环境，促进学习

者探索问题、生成知识和创新实践，深度融合学习

与创新（见图 1）。
一是智能生成。基于强大的内容生成、个性化

定制、数据处理和及时反馈等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

既是技术基座，也是认知协作工具。在使用过程中，

学习者输入提示词获得反馈，并通过反复互动不断

调整和修正理解，从而生成知识、验证假设和重构知

识。作为“超级连接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作为

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知识之间交流与协作的桥梁，

促进知识网络化构建和生成性思维形成。

二是协同构建。团队协同、资源协同、人机协

同，多向赋能、互为补充。团队协同尤其强调不同

学科背景学习者之间的跨学科资源共享和共同努

力，通过集体智慧的汇聚与创新思维的激发，形成

问题解决思路，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学习和决策符

合人类需求。资源协同指学习者与外部专家资源、

社区资源等展开互动。这一方面可拓展和丰富学

习与实践资源，另一方面可通过社区融合和跨界协

同提升学习者真实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加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人机协同更多表

现在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对话式协同学习和研

究创造，通过人机之间的语音、文本或多模态交互，

实现递进式的问答对话、迭代式的内容生成和进

阶式的知识建构（王一岩等, 2024）。
三是深度探究。在建构主义学习范式下，探究

式学习演化为多维认知建构过程，包括依托科学建

模实现假说驱动的方案验证、通过多源证据互证

构建解释网络和借助批判性对话完成意义系统重

构等。在 GCLI模式中，科学研究和跨学科问题解

决的思维得到了延伸。学习者与智能系统围绕特

定问题对话协商，逐步完成从问题表征、假设生成、

证据评估到知识重构的认知闭环。生成式人工智

能扮演认知协作工具的角色，尤其是提示词作为学

习者与之交互的核心中介，可引导学习者深度探索

某个主题，启发其多元视角思考与深度提问，培养

其基于证据的学术论证能力。

四是迭代创新。创新是 GCLI模式构建和应

用的价值旨向，也是价值跃迁引擎。借助生成式人

工智能，该模式可持续迭代深化问题理解和方案构

建，推动构建人机协同创新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

能发挥关键作用，它能提供跨学科概念联结，如将

仿生学与工程设计相融合；生成对抗性创意，如通

过多方案对比迭代激发创新；开展可行性验证模拟，

如虚拟原型测试。学习者在此过程中主导创新价

值判断，如推动需求与社会情境适配、开展伦理评

估。这种创新机制有助于革新学习范式，促进学习

成果实现迭代深化与价值跃迁。

四个核心要素互为条件和动力，构成动态耦合
 

生成

创新

GenAI

验证

协同 探究

重构多元视角工具支持
实践场景

拓展边界

重要保障

内容资源

深化层次奠定基础

团队
协同 提问

问题驱动
项目驱动

GCLI

实验

反
思

调
查资源

协同
人机
协同

图 1    GCLI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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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提供从知识

获取到创新创造的范式转型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技术基底，通过实时内容供给与认知脚手架搭

建，为协同探究提供内容资源与工具支持；协同机

制整合人机优势，为探究提供多元视角和合作力量，

有助于突破个体经验局限，引发深层次对话交流和

思维碰撞；探究问题和挑战为协同提供实践场景和

合作动力，将协同成果转化为结构化知识，拓展能

力边界；在三者交互作用的驱动下，创新通过反馈

调节持续优化生成策略、拓展协同边界、深化探究

层级，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演进闭环。 

（三）实践模式

协同探究智创模式着重强调人类与人工智能

系统的双向沟通交流，以及面向真实世界劣构问题

的探究调查、数据实证和迭代优化。该模式借助

同伴和工具生成更灵活、更有创意的思路，确保观

点和成果的价值取向正确且真实合理，有效规避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引发的信息偏差或幻觉现

象；通过探究调查、实践应用、数据分析等验证环

节，形塑可迁移与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清晰地呈

现该模式应用的基本环节和要领，本研究提出并构

建了 GCLI实践模式（见图 2）。
教师可根据学习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灵活调整实施流程，包括：1）活动开始前，明确人工

智能在学习中的角色和分工，要求学习者使用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后，必须与团队成员讨论并进一步优

化内容，确保人机协同权责清晰；2）通过设置前置问

题，鼓励学习者先独立思考和尝试问答问题，再通过

人工智能进行验证和优化结论；3）引导学习者在调

查研究、开展实验的基础上，验证和创新人工智能输

出的结果。 

四、关键应用策略
 

（一）提问和对话策略：思想引领与讨论启发

提问与对话构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

交互模态，尤其是在明确问题的“人工智能质询”

阶段。鉴于 GCLI以问题解决和知识创造为核心

旨归，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应着重凸显思想引领
 

合作撰写与整
理探究成果，
集体评价与改
进，形成展示
成果

对比与验证不
同观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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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结论

协作分析数
据，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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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调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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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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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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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调查探究

头脑风暴与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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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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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

开展问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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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的方
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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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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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CLI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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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讨论启发，借助催化效能深度激发知识创新的内

生动力、优化问题解决的路径策略，进而实现交互

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与

问题消解维度的效能进阶与价值升华。

一是思想引领。GCLI模式以思想和理解为

核心，而非任务驱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开展学习与研究的起点可能源于任务完成或问题

解决。然而，引领性思想是能够引导整个讨论方

向、设定讨论基调的观点或问题，这是获取高质

量反馈、解决问题并契合人类价值观和需求的关

键。这种引领性往往来自于对话题的深刻理解，

对话双方能够提出关键性问题或解决思路，从而

推动对话向前发展或形成超越个人理解的解决方

案。为此，学习者需要提前准备或深入研究，在

对话中提出有深度和价值的观点、理论、案例或

策略，同时在讨论中遵循一定的规则，确保对话

的逻辑性、结构性和高价值。

二是讨论启发。GCLI模式在处理问题时，摒

弃了传统预设方案模式，转而通过讨论与启发机制，

深入挖掘问题本质。启发性提问在这一模式中扮

演关键角色，其核心内涵在于对话能否有效激发参

与者萌生新想法、开拓新视角，进而探寻创新性解

决方案（Johnson & Johnson, 2009）。这种启发性的

形成往往来源于对话中的互动和信息的交流，使参

与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正如苏格拉底谈

话法，它通过不断提问和诘问，引导学生或对话者

自我反思，从而发现真理。为此，基于理论依据的

反馈、富有针对性的追问、系统性的总结等方法，

可激发参与者从多维视角深度思考。

基于思想引领和讨论启发这一核心思想，为引

导大语言模型产出有深度、有创新的成果，本研究

提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的九个关键步骤（见

图 3）。九个步骤逻辑关联，推动对话持续深入。

限于篇幅，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讨论如何提高

学习效率”为例简要解释几个关键步骤。“逻辑

推进”指使用清晰的逻辑结构逐步推进话题，如问

题 1→问题 2→问题 3，或者问题→回答、主题→子

主题。例如，“接下来，我们先讨论学习计划的制

定；其次，我们探讨如何执行这些计划；最后，我们

讨论如何评估计划的效果”。“提问反馈”指鼓

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点评，以确保对话的互动性

和动态性。例如，“对于我们制定的学习计划，你

觉得是否合理？请你进行点评和补充”。“回顾

确认”要求定期总结对话的关键点，并与对方确认

理解是否一致。例如，“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

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学习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以及

评估方法，并提出了制定学习计划的方法，请你提

炼学习计划制定的关键要点”。 

（二）任务设计策略：开放性、真实性与复杂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创造力显著降低了任务

完成难度和技术阈值，尤其是处理具体或结构化任

务。如果任务不能激励学习者深度学习，自主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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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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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径依赖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进而导致技术便利

性与认知发展性之间的价值背离。根据人本主义原

则，生成式人工智能应该用于提出挑战和拓展人类

高水平认知，而不应僭越或替代人类的思维过程

（Holstein & Aleven, 2022）。这就要求学习任务能促

进学习者的深度思考、复杂实践和智慧创生。鉴于

此，学习任务应具备开放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开放性指没有明确的问题定义、解决步骤或

唯一答案，学习者必须通过元提示工程与人工智能

展开认知协商，将工具使用转化为概念性理解，避

免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答案。真实性指关照

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通过应用学科知识、考虑现实

约束条件、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等迫使学习者将生

成内容置于具体情境进行批判性分析，发展实践智

慧。复杂性体现为知识跨界融合、解决方案的迭

代优化机制等，学习者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认

知协作者，在“生成—验证—重构”的认知循环中

发展韧性和创新思维。 

（三）学习评价策略：关注过程与促进反思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可能显著提升任务完成效

率，但学习的核心在于学习者完成任务过程中经历

的认知挑战与问题解决过程（陈永伟, 2023）。学习

者通过获取并解析证据以调整学习策略的过程，构

成形成性评估的本质核心（Black & Wiliam, 1998）。
因此，评估焦点应从结果正确转向认知发展。例如，

教师可以基于学习者与人工智能的交互日志记录，

解构学习者的提示词设计策略、生成内容验证行

为和后设认知调节表现，全面评估学习者的贡献与

成长。

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和潜在风险，

培养学生技术批判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者的

重要责任。这就需要设置具有反思性的任务框架，

要求学习者在任务报告中呈现问题表征、提示语

设计、决策过程和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反思，更深刻

地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从而发展

技术批判素养，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的辩

证统一。 

五、未来图景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成为学习模式创新

的重要方向。本研究提出的协同探究智创模式

有助于提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探究

价值，回应新质人才培养需求。未来，增强师生人

机协作素养、应用解释式人工智能和整合场景小

模型等策略，将提升协同探究智创模式的价值意义，

推动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在技术深度融合、

教育生态重构与伦理决策能力等方面的突破。 

（一）增强师生人机协作素养

在协同探究智创模式中，师生需要知晓如何运

用提示词精准表达自身需求，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

信息是否准确可靠，以及妥善解决与人工智能交互

协作涉及的隐私问题等。教师要持续提升人机协

同教学设计能力，强化其在人工智能与人类认知冲

突调解、伦理争议裁决中的不可替代性。学生要

着力提升数字素养，自觉地将人工智能伦理、数据

隐私与算法批判融入学习过程，形成与生成式人工

智能价值共建的意识。 

（二）应用解释式人工智能

解释式人工智能可以呈现详细的推理过程、

对现象和原理进行个性化解释、分析事物之间的

关联和差异、解释结果产生的原因并提供分析和

质疑，即通过打开生成式人工智能分析和决策的

“黑盒”，为学生提供探究、质疑和反思的充分空

间（托雷•霍尔等 , 2022）。例如，在数学学习中，解

释式人工智能可动态演示复杂公式的推导过程，帮

助学生掌握复杂算法的步骤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

多元数据的关联分析可引导学生从中发现隐藏的

模式与因果关系，从而增强分析与推理能力。这种

透明化推理路径构成认知脚手架，有利于 GCLI模
式丰富“问题解构→假设迭代→证据校准→元认

知反思”的深度学习闭环，提升问题理解的系统性，

形成创新视角（Miller, 2019）。 

（三）整合场景小模型

场景小模型（scenario-specific small model）作为

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架构，通过优化算法、交互体

验设计、跨领域知识图谱构建和多模态交互引擎，

可提供定制化、高保真和低噪声的学习和研究环

境，实现对特定场景的精准模拟和高效交互，降低

“幻觉”对学习的干扰。例如，在 GCLI模式中，

学习者可借助环境科学领域的场景小模型生成生

态系统演变的多学科数据，通过团队协同分析气候

干预方案的可行性，并迭代优化兼顾伦理与实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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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策略，完整映射“生成—协同—探究—创新”

的闭环逻辑。未来，随着垂直领域模型的精细化与

跨模型协作机制的发展，GCLI模式将在跨学科复

杂问题求解、系统性创新实践等多样化场景中，进

一步凸显其“技术赋能—认知跃迁—创新驱动”

的范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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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Co-Inquiry Learning Innovation: A New Learning
Model in the GenAI Era

WEI Fei1，YANG Kexin2 & ZHU Zhiting1

（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Teacher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models bas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among educator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GenAI-based learning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learning models.  Grounded i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connectivism,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ed  a
Generative  Co-Inquiry  Learning  Innovation (GCLI) model  bas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iented  toward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nd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collaboration  and  inquiry.  The  study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definition, core  element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GCLI  model.  The  study  proposes  operational  strategies  for  its  key
implementation  elements, such  as  questioning  and  dialogue, task  design,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strategi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AI  Inquiry”  dialog  process, that  emphasizes  guiding
thoughts  and  discussion  inspira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CLI  model, including  enhancing  human-AI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applying  explanatory  AI, and
integrating  scenario-specific  small  model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e  GCLI  model  can  help  learners
explore issues, generate knowledge, and engage in innovative practices within an open and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to achieve a deep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model； collaborative  inquiry； dialogue
strategies

魏非，杨可欣，祝智庭. 协同探究智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新模式 OER. 2025，31（2）

· 23 ·


	协同探究智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