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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工智能大幅替代传统教师职业需求，改变中国教育劳动力市场结构，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对于

人类教师的替代规律仍缺乏充分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迅猛趋势；接着，阐述人工智能

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最后，给出如何将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进行有机结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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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argely replaced the demands of traditional teachers and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educational labor market.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 still lacks 
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la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lacing human teacher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n, the positio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s expounded. Finally, how to combine higher education with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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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等新技术革命正进一步替代传统劳动力、改变就业市场需求与结

构。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冲击力，也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真的能替代

人吗？面对人工智能的疯狂碾压，教师这一职业会因此萎缩吗？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人工智能能够更有效地完成许多教学工作的时代，人

类教师“育人”的职责越显重要。高等学府的教师，再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中小学的同侪。人工智

能是否会取代教师的地位？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人类教师的身份在近年来遭遇了

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是慕课(MOOC)，作为“互联网 + 教育”的产物所带来的教师工作量及职位削减

威胁[1]。按照克里斯滕森(C. Christensen)“颠覆性创新”理念，慕课和其他在线教育将深入发展，甚至

将使大学和学院变得过时。他宣称，2027 年，超过一半的美国高校将破产，包括公立学校。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可以说，慕课热首次将温水中的教师们惊醒了。第二次是在 2017 年前后，辅助性教学工具越

来越智能，竟然变成了人工智能教师，俨然一副想分教师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的态势。 

2.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 

根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教师职业在未来 20 年被自动化替代的概率不超过 4%，而教越小班的学

生，概率越低。也就是说，大学讲师比小学教师更易被自动化替代。2016 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一门

课的其中一名助教，其实是机器人，但五个月下来，除了一名学生，其他学生并未察觉她不是真人教师

[2]。“教书匠”知识传递的重复性，的确符合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条件。 
教师的工作包括课程设计与评估、教学活动、批改作业、撰写报告，还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品

格培养，指导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等。繁重的职务，让教师身心疲惫。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教师

确实是一大助力。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相信疫情过后，当教育部可专心做未来规划时，必须开

始认真探讨几个问题：如何定位人工智能的角色？把哪些职务分配给人工智能？ 
首先，人工智能有“智商”没“情商”。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已经在不少领域超过了人类，但人类

教师扮演的角色和人工智能有明确的不同。人类教师必须意识到，人工智能不具备情感和意志属性，欠

缺社交能力和德性智慧，也没有抽象和创意思考能力。任何精彩的课堂都不是完全在课前设计出来的，

而是在师生互动中，触景生情中形成的。因此，人类教师不应该拱手把教育主导权交给人工智能。简言

之，人工智能只能担任助教的角色。 
其次，从枯燥重复性的工作层面讲，人工智能的优点不用怀疑，然而，“权取能力”是人工智能的

死穴。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系统看似接近成熟，但应付中低速还行，一旦放到高速的情况

下，便有不少研发的难点甚至死穴。比如事故减损机制，一旦事故难以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系统是

优先保护车外的人，还是车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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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哪些职务分配给人工智能助教呢？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余胜泉教授认

为，未来人工智能教师和教学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自动出题与批阅、学习障碍诊断与及时反馈、

心理素质测评与改进、体质健康监测、综合素质评估与形成性报告、个性化教学、学生成长发展指导、

精准教研、个性化学习内容生成等[3]。 
就目前而言，有些任务，人类教师比较占优势。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以后，将能更独立和有效

地完成任务[4]。 

3. 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 

2019 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国某小学的教师如何在班上使用人工智能，追踪学生的专注力和

学习进度。上课时，每个学生戴上一个紧箍咒模样的头饰。头饰上的红灯亮起，表示学生很专注，当蓝

灯亮起时，教师马上知道哪个学生走神了。基于这个缘故，学生的集中力提高，成绩因此进步。这些数

据都会与家长分享，便于跟进。 
这种由上而下的教学、课管或教研方式，在中国也许容易执行，在民主国家恐怕会被批评为侵犯隐

私，而且带给莘莘学子压力。此外，人类教师再也不必学会察言观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须看看

屏幕上显示的数据，教师就得到学生是否专心学习的信息。 
年龄越小的孩子，越需要人类教师的榜样、温暖互动与循循善诱。因此，幼儿园和小学受到人工

智能的冲击，应该相对较小。至于高等学府的教学工作，依本人浅见，可以在以下三方面结合人工智

能： 
1) 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人类教师应根据专业判断和对时局的分析，设定好最即时的课程目标或学习成果，列下学习内容与

参考书目，以及适宜的教学活动；然后，让人工智能整理资料、准备讲义、设计活动；最后，由人类教

师筛选、调整和审批。 
2) 线上和线下教学方面，人类教师可以和人工智能协作与互补 
大型的讲堂课(lecture)，在后新冠病时代，应该已走入历史。其实，这两年疫情期间，讲堂课已经在

线上进行，只是由于很多高等学府的教师，“被逼”仓促上线授课，所以，教学素质仍属初级阶段。当

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发挥所长后，人类教师将能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集中在小班辅导课(tutorial)，与学生

进行有意义的学术交流和解决实际的问题。 
3) 作业设计与批改 
如果人类教师可以把改卷工作下放给人工智能，就有时间深入思考教育心理学家比格斯(John Biggs)

所提出的“一致性建构”(Constructive Alignment)，不断改善学习成果、教学活动及作业设计。人类教师

只须提供各种可接受的答案或关键词，及相应的分数，交由人工智能整理出评分准则和批改作业，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反馈。科大讯飞研究院做过一个试验，发现人工智能在评分方面更接近专家，评分效率

更高，也更公正。 
孔子认为教师应该因材施教。人工智能比人类教师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不但能为学生量身定做

个性化的学习配套，还可为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进行数据分析，让人类教师尽早介入。 
不过，受过基础辅导训练的教师都知道，当学生向我们倾诉时，仔细聆听、眼神交流、复述和提问

等，都是辅导学生时必须按部就班进行的环节。学生还未把话说完就急着提出解决方案，是辅导之大忌。

因此，就算有人工智能提供的数据作为参考，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没有捷径。 
对着人工智能助教，学生就算放肆无礼，也不怕人工智能能拿他们怎样。人工智能无法督导学生的，

还包括了伦理困境、公民教育、性教育、人际关系、区域局势变化所带来的现实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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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说过：“如果用昨天的方式教导今天的学生，我们就毁了他们的明天。”

余胜泉教授不主张高估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但也不要低看，而要秉承理性态度看待。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学习怎样与人工智能助教“共事”。唯有这样，人类教师不但不会被替代，反而越来越

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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