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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5 年地平线报告（教学版）》，从社会、技术、经济、环境

与政治五个维度分析了 15 种宏观趋势对高等教育教学的影响，揭示了促进教育领域深刻变革的六项关键技

术与实践，并描绘了未来高等教育四种可能图景。本文通过对该报告的全面解读，分析其对我国高等教育未

来发展的启示，并提出建议：构建有韧性的高等教育数智生态系统；推进人机协同教学，创新数字教学实践；

加强伦理规范制定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灵活的教师培训方案，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高批判性数字素

养，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开发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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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核心阵

地，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面临来自校内外

的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理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2025
年 5月 13日发布《2025年地平线报告（教学版）》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采用改良的德尔菲法和

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IFTF）的预见方

法，总结多元知识背景专家组的讨论结果，分析高

等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

供最新观察视角。《报告》沿用去年的结构框架：

关键技术与实践板块强调人工智能教学工具的普

惠、创新与教师发展的重要性，主张深入开展人工

智能治理，同时亦需关注批判性数字素养培养与网

络安全问题；未来图景预测板块沿用四种图景分类，

但各图景的核心驱动力有变化；不仅预测变化，更

揭示了变化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作为全球政府

预测未来高等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考工

具，该报告极具参考价值（兰国帅，2023）。本文依

次对《报告》揭示的五大领域趋势、六项关键技术

与实践，以及四种未来图景进行解读，最后总结思

考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关键趋势

《报告》回归 2023年前的社会、技术、经济、环

境与政治研究维度。人工智能没有作为单独维度

列出，其趋势贯穿在五个维度的表述中。这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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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共同塑

造着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见表 1）。《报告》的创

新点在于为各维度新增了动态速递，融入 2025年

2月前的最新数据，有助于高等教育院校采取更加

灵活、主动的策略，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

《报告》新增的关键词反映了全球高等教育发

展最新动向和未来趋势。社会趋势维度继续关注

包容性学习，突出“全球多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

影响；技术趋势维度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性”

“学习成果认证技术的革新”；经济趋势维度重点

关注“贸易战”和“去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挑

战；环境趋势维度继续关注高等院校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强调在“绿色能源人才培养”上大有可为；

政治趋势维度聚焦“技术监管不确定性”“人工

智能监管缺失”等问题。下文着重阐述其中的社

会趋势、技术趋势和政治趋势。 

（一）社会趋势：学习者认知方式与学习环境变革

社会趋势反映了高等教育所处的文化背景和

环境变化，直接影响着教学实践与学习体验。《报

告》揭示了三大关键社会趋势。 

1. 持续强调包容性学习环境设计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教育壁垒、促进教育机会

均等是各国的最大关切。公平包容的教育环境能

有效提升学生保留率、学业成就和参与度，保障边

缘群体的教育公平，增强学生归属感，推进构建更

具支持性的学术共同体。此类教育环境培养的毕

业生更具文化胜任力，能更好地适应多元化职场需

求，提升高等教育院校声誉。

然而，推进包容性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如资金

限制、专业发展需求、跨部门协调困难，以及某些

地区政策对多样性、公平与包容倡议的限制等。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推动高等教育的包容与公平发

展，对于建设具有韧性、多样性且富有影响力的学

习共同体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2. 多重危机交织趋势上升

对高等教育而言，经济动荡与资源限制可能加

剧高等教育院校预算压力，网络安全威胁升级将迫

使院校加强数据防护。地缘政治极端化与信任危

机可能使校园生态恶化，高等院校亟需强化包容性

文化，增强社会凝聚力。《报告》建议院校制定全

面的危机应对框架，将可持续性理念融入学校运营

过程，并通过数字工具提升教育系统韧性。 

3. 技术正改变学生的认知

人们对数字技术影响大学生认知能力的担忧
 

表 1    2025年影响高等教育教与学趋势

维度 趋势特征 直接影响 面临挑战

社会

持续强调包容性学习环境设计 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与学生成功 资金限制、专业限制、跨部门协同困难等

多重危机交织趋势上升 增强高等院校危机意识，提高系统韧性 资金压力、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技术改变学生认知 要求高等院校改进调整教学方法 数字素养差距加大

技术

虚拟现实工具日趋先进且价格亲民 加强沉浸式学习体验
仍面临硬件成本高、内容开发难度大和

基础设施升级等初期投入问题

技术普惠性和效率提升 扩大访问范围与提升效率 数字鸿沟、供应商垄断

学习认证方式革新 全面保存和展示学生能力 隐私与数据安全

经济

贸易战风险上升 国际学生减少、成本上升 预算压力增加，交流合作受阻

混合式办公成常态 调整工作模式 员工满意度、灵活性需求受影响

去全球化趋势加剧 调整课程设置与战略 国际合作收入来源减少

环境

增加清洁能源补贴 加强该领域教学、研究和劳动力培养 政策连续性

锂矿储备开发催生绿色能源人才体系 加强绿色能源教学和研究，提升劳动技能 资源争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全球粮食危机加剧 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学业成绩和整体幸福感 有限资源的分配难题

政治

高等院校分类体系变化 影响高等学校定位与资源分配 高等院校被重估，资源分配受影响等

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保持警惕，积极应对 对高等院校的审查或更严格，资助缩减

人工智能监管缺失或低效 应用标准不统一，人工智能法规滞后或缺失 伦理风险、隐私泄露、数据偏见、网络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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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增。研究表明，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可能损害

注意力、记忆力和批判性思维。然而，技术也有积

极的一面，如提升学习成果、增强动机和促进跨学

科思维。高等院校需适应“数字原住民”的学习

方式，革新课程与评估体系，调整课程设置与考核

方式，探索模块化、混合型和技术丰富的教学方法，

加强培育数字素养，增加资源投入与推进师资建设，

重点投资人工智能学习平台、虚拟现实等沉浸式

技术和数字协作空间，并通过教师专业发展培养教

育者设计符合现代学习需求资源和活动的能力。 

（二）技术趋势：虚实融合和学习认证技术革新

面对技术迭代浪潮，高等院校须评估现有技术

的适用性，并前瞻规划新兴技术发展，以提高决策

的灵活度。技术是推动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力量，

《报告》确定了三种关键技术趋势。 

1. 虚拟现实工具日趋先进

随着虚拟现实设备性能的提升和价格的下降，

高等院校正将其应用于医疗、工程等领域的沉浸

式学习。虚拟工具可高度还原真实场景，让学生在

安全可控的环境中掌握职业所需的实践技能。这

一特性使其在医护、工程技术以及建筑、烹饪等职

业技能培训中独具优势。通过将虚拟技术纳入课

程体系，高校能更好地对接行业需求，确保毕业生

具备市场所需的实战能力；应对教育可及性、学习

认知方式转变以及劳动力市场变革等挑战；构建适

应多元学习风格、不同语言背景和能力的包容性

学习环境，吸引日益增长的数字原生代学生群体。

尽管前景广阔，但虚拟应用仍面临硬件成本高、内

容开发难度大和基础设施需不断升级等问题。 

2. 技术普惠性与效率提升成焦点

高等院校能随着全球技术及基础设施可及化、

效率和效能提升简化运营，将资源分配到更重要的

领域，如教、学以及学生支持和服务，推进个性化

学习、自适应学习，缩小数字鸿沟，更好地服务边

缘和弱势人群。然而，高等院校也要应对预算有限、

与系统兼容性不足、政策规范更新滞后、师生数字

素养差异、弱势群体技术可及性有待提升、数据安

全与隐私风险加剧等挑战。 

3. 学习认证技术革新

传统的学术成绩单无法记录学生“软”技能

和终身学习状况。随着技术的发展，高等院校可以

利用数字徽章、基于区块链的证书、综合学习记录

技术和电子档案袋等记录学习者学习进展。这些

数字记录的可验证性和防篡改性有助于解决证书

作假等问题。通过展示多样化和个性化学习成果，

高校可以更好地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终身学习需

求。然而，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算法偏见仍是需

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三）政治趋势：高等院校分类体系重构、政策

不确定性与监管真空

政治环境塑造高等教育的运营框架与发展方

向，《报告》提出三大政治趋势。 

1. 高等院校分类体系发生变化

美国高等教育卡内基分类体系将于 2025年更

新，新的评估标准可能影响院校资源分配、研究重

点和教学评估，导致学校调整课程设置、教学计划、

研究优先事项。未来院校需加大投资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确保在契合分类要求的同时，维护自身的

使命和价值观，并将公平、社区合作纳入战略。 

2. 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美国高等教育监管环境波动明显，政府更替可

能导致政策实施暂缓或调整既有提案。多项加强

监管提案被提出，如加强对在线课程管理方和远程

教育的监督；推行更严格的数字可访问性标准（如

无障碍要求）；更新数据安全法规。政府更迭可能

导致以上提案的执行存变数，高校需预判政策风险，

加强技术合规能力，灵活应对潜在的法规调整。 

3. 人工智能监管缺失或低效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远超建立全面监

管框架的速度，导致有效监管缺失。这表现为：

1）在教育教学上，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缺乏统一标准，

导致教师面临不确定性，学生体验参差不齐；监管

模糊可能抑制教师尝试人工智能创新教学。2）在
学生与学术公平上，无约束的人工智能评估工具可

能加剧偏见，影响学术公正；学生可能滥用人工智

能工具，削弱其创新能力与深度思考。3）在系统风

险上，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和网络安全漏洞等

风险不断上升，缺乏监管框架可能引发法律纠纷与

公众信任危机。高校需主动制定伦理指南，平衡创

新与风险，维持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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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领域的 15种趋势构成理解高等教育未来

的关键框架。它们相互交织，共同绘制了一幅日益

复杂、不确定的教育图景。对高等教育而言，识别

这些趋势的相互作用，并制定整合性应对策略，是

应对时代变革的关键。 

二、关键技术与实践

《报告》提出的六项关键技术与实践有三项直

接涉及人工智能，凸显出该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

响。从 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初步应用，到 2024
年人工智能技术的适当应用与人工智能素养培养，

再到 2025年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正

从探索阶段、规范阶段走向制度化治理的深度整

合阶段。高等院校需从被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转

为主动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化、变革性应用，实现关

键转折。同时，《报告》特别提示两类风险防控点：

加强网络安全与培养批判性数字素养，将网络安全

升级为综合防御体系。《报告》重申教学实践革新

的重要性，强调技术本身并非解决方案，必须与教

学实践和制度、能力建设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教

育教学变革。 

（一）人工智能教学工具

人工智能工具可能是未来高等教育领域最具

影响力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代理可以作为个性

化导师、助教和服务人员，其翻译、文字语音转换

和图像描述等功能扩展了教育的可及性、规模性

和灵活性，成为突破教育同质化瓶颈、重塑教学体

验的关键技术。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

人工智能工具改善教学实践和学习体验，二是如何

教授学生使用这些工具。这种双重角色要求教育

工作者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又是学生

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者。

然而，人工智能应用面临风险和伦理挑战，过

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自主决策能力退化、

创造力削弱，引发“机器主导”的伦理争议。《报

告》强调使用者需警惕技术工具化倾向，保有对系

统、流程和决策的控制权，保持“人在回路”。有

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教与学，教师、员工和学

生需共同努力并共担责任。《报告》警告，大学必

须非常谨慎地维护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培养独特

的人类品质（道德判断、同理心和创新思维等），在

使用工具和维护培养目标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报告》提供了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案

例（见表 2）。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技术渗透性

之强远超传统工具，这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要

求。教师需要掌握最新技术，更新课程体系，从

“是否使用人工智能”转向“如何教授人工智

能”，成为“人机协作”的引导者。教师需坚持

“人在回路”，教会学生也做到这一点，并接受学

生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支持学习。

然而，人工智能挑战教师发展。相关培训可能

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预算和专业知识限制也使

院校难以增加对教师的支持服务。更重要的是，

“一刀切”的培训方法让老师产生疏离感，因而建

立合作关系、开展对话交流和为教师提供发表意

见的机会至关重要。

《报告》建议教师保持好奇心，参加异步培训以

增加灵活性，关注特定学科的人工智能应用，加强

交流，分享经验。高等院校对教师应提供多种形式

的专业发展机会，包括比较不同人工智能工具的功

能，了解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程度。 

（三）人工智能治理

有效的人工智能治理是前两项技术实践的基

础。人工智能治理包括制定与技术相关的流程、

政策和目标，同时找到全面、巧妙的方法平衡技术

创新与伦理安全，确保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能负责任

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减少使用风险。

高等院校必须建立明确的治理框架，为人工智

能的使用制定强有力的指导方针，确保学术诚信、

数据隐私和负责任的使用。缺乏健全的人工智能

治理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僵化的政策可能扼杀创新，

冗长的审批流程可能阻止利益相关者尝试使用新

技术，不一致的监管举措可能扩大不同院校之间的

技术差距。

《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学校治理应提

高而非削弱包容性，应有助于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

来创造包容性环境，支持创新，鼓励各类人员参与

政策制定，支持而不是阻碍包容性的教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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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网络安全

随着网络威胁的日益复杂，加强网络安全成为

高等教育的重要诉求。数字学习工具的普及和人

工智能应用的增长扩大了受攻击面，使高等教育院

校更容易受到威胁。然而，过严的网络安全措施可

能产生相反效果：减少对关键数据和工具的访问，

会阻碍学术自由和创新；对数字素养不足的用户设

置障碍，会扩大数字鸿沟。因此，《报告》强调虽然

网络安全始于技术人员，但最终依赖全体用户的合

作，网络安全措施应满足不同需求。 

（五）教学实践革新

教学实践必须持续改进以适应学生、技术和

社会的变化。《报告》引述专家观点：“好的教学

会一直在不断发展，因为它需要对学生及其所在世

界作出回应。”这种改进不仅是对技术进步的回

应，更是对学生需求变化、劳动力市场转型和社会

挑战的适应。但教学创新面临多重障碍：教育工作

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新技术可能扩大不平等，变

革的压力可能加剧职业不安全感。《报告》建议教

师将师生关系置于中心，保持在场和好奇心，负责

任地处理分歧，定期反思教学实践，制定专业发展

计划，探索教育技术，改进评估方法，为多样化学生

群体作准备，倡导重视教学的文化。 

（六）提升批判性数字素养

数字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工作和生活中无处

不在。批判性数字素养已超越技术操作层面，它要

求师生成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数字内容创造者

和消费者，强调鉴别数字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评

估数字工具的潜在影响，关注数字生产过程和结果

的双重批判等。

培养批判性数字素养同样面临挑战：容易被忽

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不同群体对其定义和

教学方法存在认识分歧，定义模糊使得课程整合缺

乏统一标准等。为此，院校需制定顶层战略，将其

融入课程，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政策和课程倡

议”，推动培养批判性数字素养。

 

表 2    关键技术与实践案例

维度 实践案例

人工智能教学工

具

洛杉矶大学将人工智能课程助理整合到在线课程中，使用苏格拉底式方法促进学生参与；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采用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患者培养医学生的沟通能力；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评估搭档 (Assessment Partner)工具帮助教师设计更有效的学习评估；

佛罗里达大学 NaviGator AI套件提供多种人工智能模型支持教学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师发展

爱尔兰 N-TUTORR项目在全国建立合作网络，开发、开放资源，举办黑客松（Hackathon，一种高强度、以创意和技术为核心的编程或

项目开发活动），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职工能力；

密歇根大学通过 10天微学习计划介绍生成式人工智能；

巴布森学院 Generator实验室采用同事主导模式，举办工作坊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AI增强教学法”项目将人工智能培训与员工晋升挂钩。

人工智能治理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设立由教务长和学生事务副总裁共同主持的人工智能指导委员会；

北佛罗里达大学人工智能委员会制定战略计划；

密苏里大学在保护教师自主权的同时促进负责任地整合 AI；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设立专门人工智能政策职位应对技术变化。

加强网络安全

马里兰大学“保卫你的外壳”（Defend Your Shell）项目通过个性化内容使网络安全培训更具吸引力；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与企业合作创建网络安全运营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SOC），为培养网络安全人员提供实战经验；

科平州立大学（Coppin State University）对软件接入实施严格的安全性和可接入性评估；

弗雷斯诺县制定 Soft Start计划，推进网络安全教育民主化。

教学实践革新

大峡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University）学生技术与创新协会开发新兴技术应用解决教学挑战；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远程参观生物能源工厂；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等推行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

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开发叙事驱动的学习视频，通过故事开展学习，提升参与度。

批判性数字素养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开展小规模数字素养学习活动；

南非自由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ree State）创建自定进度的数字素养学习计划；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数字素养中心提供开放教育资源；

印第安纳大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基本技能项目培养学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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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项关键技术与实践构成了高等教育应对

未来挑战的核心能力矩阵。它们相互关联、彼此

强化：人工智能工具的有效应用需相应的教师发展

和治理框架；教学实践的改进需融入数字素养培养；

网络安全是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保障。高等院校采

取整体视角，将这六个领域纳入综合发展战略，是

在变革时代保持教育质量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强调技术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服务于教育

使命的工具。正如专家所言，无论技术如何变化，

“师生关系”始终是教与学的核心。在人工智能

时代，这一人文主义视角尤为重要，它提醒我们拥

抱技术创新的同时，不要忘记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 

三、未来图景

基于对趋势、技术与实践的深入分析，《报告》

采用未来研究所的情景规划方法，描绘了 2035年

高等教育可能面临的四种未来。四种图景——增

长、约束、崩溃和转型——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技术

路径下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可为高校应对不确定

性提供多元观察视角（见表 3）。 

（一）增长型图景：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化并存

在该图景中，技术持续进步、人工智能和虚拟

现实高度发展，但高等院校也面临多重危机。这一

情景源于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化：1）技术是把

双刃剑。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但也可

能成为逃避现实的工具，削弱人类面对真实世界挑

战的能力。2）不平等风险加剧。技术获取差异可

能加剧院校的分层，威胁高等教育的公平。3）人文

价值需坚守。即使在高度技术化环境中，维护师生

关系和培养人类核心能力仍不可替代。《报告》建

议，投资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要保障学生的基本服

务；制定包容性技术获取政策，防止扩大数字鸿沟；

在虚拟学习中保留人性化元素，避免教育过度工具

化；为多重危机作好准备，增强高等院校的韧性。 

（二）约束型图景：政府监管下的数据驱动模式

该图景呈现了决策依赖数据和政府监管的高

等教育未来，即高等教育发展主要由政府监管和数

据驱动。1）院校需权衡效率与公平。数据驱动可

能提高整体效率，但易忽视个体的特殊情况和潜力。

2）新型不平等将会产生。算法可能固化现有偏见，

使处于劣势的群体更难突破数据设定的门槛。
 

表 3    四种未来图景

图景类型 原因 表现 建议

增长型图景 技术高度发展与社会分化并存

技术双刃剑（增加学习机会与逃避现实）

技术获取差异加剧不平等

人文价值与技术化冲突

1. 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并保障学生支持服务

2. 制定包容性技术政策

3. 在虚拟学习中保留人性化元素

4. 增强高等教育院校韧性

约束型图景 政府监管与数据分析依赖

权衡效率与公平

算法固化偏见导致新型不平等

教育本质与可量化目标的矛盾

1. 开发透明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系统

2. 在数据决策中保留专业判断空间

3. 防范算法偏见与伦理风险

4. 探索多元评估框架

崩溃图景 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与数字素养缺失

社会真相崩塌与学术共识瓦解

高等教育公信力受损

学生辨别真伪能力不足

1. 强化批判性思维与数字素养教育

2. 开发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

3. 重建学术诚信文化

4. 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转型图景 经济压力与职场需求传导

传统学位被技能证明取代

文科边缘化与人类核心能力培养的矛盾

学术独立性与行业合作的冲突

1. 发展兼顾专业与通识的课程

2. 重构文科教育价值

3. 保持学术独立性和批判视角

4. 保护人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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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校需思考教育本质。当教育过度关注可测量

的结果，可能忽视难以量化的批判思维、创造力和

公民素养的培养。《报告》建议，发展更加透明和

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系统，允许人类监督和干预；在

数据驱动决策中保留专业判断空间；加强对算法偏

见和伦理的研究与防范；探索兼顾效率与多元价值

的评估框架。 

（三）崩溃图景：后真相时代的诚信危机

崩溃图景描绘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失控导

致真相崩塌、高等教育公信力受损的未来。在这

一图景中，个人情感意愿超越客观事实和理性分析，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充斥社交媒体，政治宣传推波

助澜，宣称“感知即是现实”，学生轻易否定学术

共识，转而相信“自己选择的事实”。高校难以为

继，为维持生存，转向“通过免费实现增值”模式，

即提供大量开放免费教育资源吸引学生课程付费。

这一图景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滥用与批判性数

字素养的缺失。1）院校需重建社会真相。2）院校

需重树权威，维护其作为可信知识守护者和传播者

的价值。3）院校应加强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提高其

辨别真伪的能力。《报告》建议，将批判性思维和

数字素养置于课程核心；发展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和

认证工具；强化学术诚信文化建设；通过公众参与

和社区合作重建信任；探索新的教育商业模式，平

衡开放获取与可持续发展。 

（四）转型图景：面向市场的技能导向

在这一图景中，高等教育为应对经济和政治不

稳定进行根本性变革，为市场准备劳动力成为其核

心使命。这一图景源于经济压力与职场需求的直

接传导：1）传统学位让位于技能证明，文科项目大

幅缩减；2）学校调整课程以确保就业，企业深度参

与教育设计并提供资金支持；3）学习高度实践化，

混合教育模式成为常态。然而，文科的边缘化引发

人们担忧，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交技能等“人类能力”

的重要性。《报告》提醒，教育为就业作准备时，应

保持全面育人的使命；与行业合作时，应保持学术

独立性和批判视角；在技术主导的时代，确定哪些

人类能力不可替代及如何培养。《报告》建议，院

校可发展兼顾专业与通识的整合性课程；重构文科

教育在现代职场的价值；创建灵活的学习认证体系，

认可正式与非正式学习成果。

这四种图景为高等教育领导者提供了系统思

考未来的工具。明智的战略规划需要考虑不同情

景下学校的定位和应对能力，兼顾灵活性与原则性。

《报告》强调，无论未来如何演变，高等教育的根本

使命应当坚守：追求真理、培养批判性思维、促进

社会流动、服务公共利益。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

代，这些永恒价值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指南针和稳

定锚。图景规划的价值不在于预测“哪一个”未

来图景会发生，而在于通过思考多种可能性，增强

我们在不确定性中的战略定力和应变能力。 

四、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2025年地平线报告》揭示了影响高等教育的

五大领域 15种关键趋势，其中三类趋势尤为突出：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多重危机带来的系

统性挑战，以及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对教育价值观的

影响。这些趋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互

相影响。

六项关键技术与实践中，人工智能占半数，凸

显了其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技术与实践之间紧密关联：人工智能工具的有

效应用需要相应的教师发展和治理框架；教学创

新需要数字素养和网络安全作为基础；所有技术

创新最终应服务于教学实践的改进和学生学习体

验的提升。

四种未来图景展示了不同社会技术路径下高

等教育可能呈现的多元图景。这些图景的共同点

是技术正深刻重塑教育形态，但人类价值和社会责

任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 

（二）思考与建议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高等院校面临的

多重危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以期为教育

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开发者提供参考。 

1. 构建有韧性的高等教育数智生态系统

当前世界，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经济波

动、技术革新等给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高

等教育需增强系统韧性，应对外部冲击，保持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系统对外部干扰和压力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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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能力，韧性（resilience）是评估和提升社会生

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关键，它不仅关乎生态系统的

健康和持续性，而且关系到社会系统的稳定和人

类福祉。韧性是系统在遭受干扰后恢复原有功能

或转向新稳态的能力（祝智庭，2024）。《报告》强

调发展“综合危机应对框架”，将可持续性、心

理健康支持等纳入战略规划，加强风险意识和应

急管理能力。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领，教师、学

生与智能系统之间多元互动，构建人机协同、交互

共生的新型数智教育生态系统有助于应对这一危

机。这种融合自然的、社会的与技术的复合生态

结构，通过边界的重新界定、智能协同机制的构建

和价值体系的重塑，形成开放、动态、持续进化的

教育生态网络（袁磊等，2025）。
构建有韧性的高等教育数智生态系统可以从

以下方面入手：1）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加强技术

赋能，提升系统的抗冲击和恢复能力；2）提供灵

活的教学模式，使教育系统具备线上线下教学快

速切换的响应力；3）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课程设

置，如提供跨学科和模块化课程，开展微认证，以

快速应对市场变化；4）设计包容性学习环境，满

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增加学习自主性；5）开
设心理韧性课程，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

务，帮助师生应对学业和生活压力，为师生提供

情感支持和学术指导（如斯坦福大学开设“危机

领导力”课程，通过模拟全球性灾难场景，训练

学生的应对能力）；6）构建政－企－社－校多方

协作生态，与企业紧密合作，使课程开发满足市

场需求，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主体协作，形成

教育治理合力。高等院校可通过技术赋能、机制

创新与多方协作，加快数字化转型，建立高度自

主的完整产业链和人才链，增强跨国竞争力和跨

代竞争力的韧性（苗逢春，2024），有效应对外界风

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2. 推进人机协同教学，创新数字教学实践创新

虚拟现实技术为高等教育带来全新的教学可

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医学专业学生可以进行虚

拟解剖和手术练习，工程专业学生可以模拟复杂设

备的操作流程，历史专业学生可以“身临”历史现

场。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快

速发展，正在重塑传统课堂教学，人机协同教学正

成为新常态。人机协同模式由人机独立工作、人

机互为补充、人机相互依赖走向人机融合（方海光，

2025）。
在这一模式中，教师角色由从知识传授者向学

习设计者转变（蔡连玉，2023）。教师对知识内容的

传授方式，由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朝着场景化、

体验式的方向过渡（苏旭东，2024）。人机协同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教学目标、设计、

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充分发挥教师智慧和机器智

能优势（方海光，2025）；学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成

主动探索者，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需求，依据

人工智能推送的资源和路径，实现学习的个性化、

自主化、自适应性；智能体则作为教育“准主体”

深度参与教学，不仅充当教学工具，还能担任智能

伙伴、导师、助教等角色。在人机协同教学模式中，

师生可以一起探索教学和技术如何更好地融合，加

快由纯“人师教学、机师辅助”，向人机协同教学

的过渡步伐（苏旭东，2024）。
这需要师生有较好的人机协同素养。教师要

厘清人类智能在数智化教学变革中的边界，并在人

工智能的赋能下唤醒学生的自我认知，建立智能化

教学与现实世界的情感联结（李政涛，2023）。人机

协同还需解决“人师”对协同教学的认知理解、

能力匹配、行动执行和风险规避等问题，如“人师”

对数智化教学情境的认知协调，对数智化教学技能

的匹配适切，对数智化教学行动的机理挖掘，对数

智化教学风险的防范化解（苏旭东，2024）。教师不

仅要精通传统的教学法，更要知道如何将智能技术

融入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理解和掌握技术背后

的概念和原理；不仅要知道智能技术可以改变课堂

教学内容中事实性和程序性知识的生成方式（苏旭

东，2024），更要拥有机器不擅长的能力，发挥其在

人文关怀、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方面的核心作用，

加强对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情感态度和学习变

化的关注和支持等。同时，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培养

学生“人机协同”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创设情境、

设计项目式体验等活动，提高学生的技术适应力。

总之，教师人机协同素养的提升，对整个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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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进程和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方

海光，2025）。 

3. 加强伦理规范制定和人工智能治理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快速发展的同时，隐私泄露、

算法黑箱、偏见与歧视、数据依赖、幻觉现象、价

值观偏颇、数字鸿沟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加强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意识和人工智能治理是不可回避

的重要议题。相比技术的日新月异，伦理规范的制

定明显滞后。

鉴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具有多维

性和复杂性，本文建议健全标准，加强监督，强化主

体责任，提高师生智能素养，坚持“科技向善、以

人为本”原则，通过技术、教育、法律等协同治理

加以应对：

1）构建分类分级的监管和问责体系，即对教育

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科学分类，  并依据风险等级开

展分层分类评估，分层管理；2）  明确主体责任，要

求责任共担，即伦理责任和义务由人工智能的设计

者、开发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共同承担；3）创建多

元共治治理体系，明确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教

育各主体的权利、 责任与义务，形成政府监管、企

业自律、学校负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协同

治理模式；4）以教育伦理规约人工智能，探寻教育

技术向善之道；5）通过系统的培训传授伦理风险、

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提升师生判断能力（戴岭等，

2024）。 

4. 提供灵活的教师培训方案，提升教师人工智

能素养

尽管人工智能应用于高校教育教学优势独特，

但教师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背景下，教师亟需提升以下能力：理解人工智能基

本原理、批判性评估其在教育中的适用性，以及探

索人工智能支持教学与专业发展的有效方式（苗逢

春，2024），积极建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框架，包括：

1）要有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的伦理观念；2）具有人

工智能伦理与社会责任意识；3）具备人工智能基础

知识与应用技能；4）具有人工智能与教学法融合的

能力；5）具备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专业发展的能力。

李艳等（2025）也指出，高校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应

涵盖育人理念、智能教育知识、人机协同教学、数

智赋能科研创新及坚守科技向善与人本价值五个

维度，强调以理念为引领、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

心、创新为重点、价值为根本的素养培养框架。

鉴于此，高等院校要以服务教师教学为宗旨，

根据不同能力水平规划培训课程目标，提供灵活的

教师培训内容与形式，创新教研活动，利用项目驱

动教师融合人工智能实践能力提升等策略，促进教

师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并为其提供组织、制度、资

源和环境保障，协助教师负责任地、有效和创新地

应用人工智能。 

5. 提高师生批判性数字素养，增强网络安全

意识

信息的真实可靠与否，是否存在算法偏见、价

值观偏差、深度伪造（deepfake）、信息诱导及幻觉

问题，是否触及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都需要使用者

具有批判性数字素养。批判性数字素养养成需要

高等院校为教职工提供支持。教师应从提升数据

素养认知做起，理解批判性数字素养的全貌，夯实

数字批判能力。高等院校应将数字素养纳入课程

体系，培训学生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终极提

问，如数据来源是什么，内容是否隐含商业、政治

或文化目的；将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与权威资料、

实践经验对比；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

基本工作原理（如概率模型、训练数据局限），提升

批判性思维能力。

《报告》还建议高等院校加强网络安全意识，保

护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高等院校的网络安全

不只是技术人员的责任，每个终端用户都牵涉其中。

例如，有些网络攻击者会将学生作为进入该院校的

切入点。这就需要高等院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网络安全政策，帮助师生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鼓励师生参加相关的专业培训，了解院校提供的网

络安全保护范围及边界，不要越界使用。

此外，《报告》还提出，高等院校要继续推进包

容性教育，将包容和公平置于首要位置，消除教育

壁垒，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普惠性，缩减数字

鸿沟，扩大多元群体受教育机会，构建多元化学习

共同体；重构课程体系，增设绿色能源课程，强化与

企业合作及职业技能的培训，推进微证书等新认证

方式等，促进全人的发展（徐丹，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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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2025, the  EDUCAUSE  released  the 2025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  Utilizing  a  modified  Delphi  method  and  foresight  methodologies  from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IFTF), the report analyzed the impact of 15 macro trends o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five  dimensions—Soc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Political
(STEEP).  It  identified  six  key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that  driv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education  and  outlined  four  possible  future  scenario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erms  of  growth,
constraint, collapse,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ort,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poses 5
actionable strategies, which are building a resilient  digital-intelligent  eco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advanc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  and  innovating  digital  teaching  practices,
strengthening ethical norms and AI governance, offering flexibl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to enhance
teachers’ AI literary, and fostering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 and cybersecurity awarenes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educators, policymakers, and  technology  developer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racti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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