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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教育对教师角色产生深刻影响，教学系统和教育对象的演变促使传统教师角色摆脱桎梏得到解放。

数字化教育和数字原住民敦促教师从管理者到合作者、监督者到服务者、教学者到导学者转变，实现

教育理想中的教师角色。通过背景梳理、角色转变剥析、教学实践循证、支撑角色转变的核心能力探

讨，揭示智慧教育为教师提供的全新机遇与挑战，为教育领域的决策者、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深入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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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ole of teachers, liberating them from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due to the evolution of teaching systems and educational paradigm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du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natives urge teachers to transition from managers 
to collaborators, supervisors to service providers, and instructors to learning facilitators, achieving 
the ideal teacher role envisioned in education. Through background analysis, examination of role 
transformations, practice-based teaching evidence, and explor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support-
ing role shif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smart educa-
tion for teachers,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for decision-makers, researc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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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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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教育是一种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模式。作为教育领域中助推学校和教育

机构变革的关键力量，智慧教育整合前沿技术与教育理念，推动学习过程的个性化、高效和创新。智慧

教育不仅仅是将技术引入传统教育领域，更是一种教育范式的转变。 

2. 智慧教育与教师角色解放 

2.1. 智慧教育与发展图景 

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阶段大致包括萌芽阶段(2012~2017 年)、试点示范阶段(2018~2021 年)和全面普

及阶段(2022 年及以后) [1]。 
自 2012 年起，“智慧教育”主题词下发文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018 年至 2023 年井喷式增长。

教育者和研究者们对智慧教育展开了全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国学者近年取得新成绩的方向包

括人工智能教育、智慧数据应用与治理、智慧学习设计、智慧教研、智慧教育政策机制[1]。智慧教育

理论研究成果显著，深刻挖掘了智慧教育的潜力，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创新视角，给未来教育发展提供

了重要参考。 
2019~2021 年教育部公布的 18 个“智慧教育示范区”，均聚焦于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取得的

建设成果反映了数字化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和推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

促进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个性化精准教学。而智慧教育的校本行动也是方兴未艾，各个学校

的案例生动展示了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融合创新[1]。我国的智慧教育实践开展了深度的探索和务实

的创新，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具体切实的，而且为学生个体发展、教育者专业提升、学校教育和管

理提供了有力支持，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对智慧教育未来发展的设想中，有学者认为近未来智慧教育的发展可以从七个方面着手：1) 高意

识学习；2) 技能本位教育；3) 人机协调教育；4) 数字教材开发与应用；5) 教育元宇宙构建；6) 教育智

慧发展；7) 创新人才培养[1]。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教育发展在未来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如数字素养缺

失影响赋能效力；数字鸿沟加剧教育不平等；数字伦理引导数字技术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和计划，呈现出强化数字资源顶层设计、打造优质

数字基础设施、制定数字素养框架、推动数字化课程建设、改革教学和评价模式、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注重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加强数字信息安全与伦理教育等一系列共同发展趋势[2]。 
智慧教育的未来走向将呈现多方面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未来的智慧教育将致力于打破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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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束缚，以更创新、个性化的方式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2.2. 智慧教育促进教师角色解放 

1) 教育理想中的教师角色 
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学术著作中，对于理想中的教师角色有着丰富的探讨。这些理想共同强调了教师

的引导、激发学生兴趣和参与、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促使教育者更全面地考虑教学过程中的多样

性和个体差异。 
杜威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思考能力和实际应用技能的公民，他认为理想的教师应该是学生

学习的合作伙伴，引导学生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并将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埃里克森提出教

师应该充当学生心理发展的引导者，能够理解学生的发展阶段，提供恰当的支持和激励，促使学生形成

积极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约翰·米勒提出整体教育理念，认为理想的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包

括心理、社会、情感和学术方面。他主张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导师和激励者，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孟

子强调教师应该懂得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庄子侧重于个体的自由发展，他认为理想的教师

应该是启发性的，能够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主张“自由发展，无为而治”等顺其自然的教

育方式。陶行知注重实践性教育，他认为理想的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关心学生的生

活经验，使教学更接近生活，更有实际意义。鲁迅关注思想启蒙，提倡人本主义教育，使其具备社会责

任感和人文素养，同时认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使学生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些教育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对理想教师的主张涵盖了伦理品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

实际操作等多个方面，认为教师应当扮演的角色多是合作者，引导者，因材施教者，关心呵护者，激发

者，榜样，创造者，评估者，沟通者，在教师实施教学过程中，这些角色相互交织，发挥理想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的全面作用，更好地引导学生成长并促使其全面发展。 
2) 智慧教育将理想照进现实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慧教育为实现理想中的教师角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智慧教育通过分析大量学生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这为

教育者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来因材施教，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贴合不同学生的兴趣和学科需求，从

而更好地实现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理念。通过虚拟实践和沉浸式学习等技术手段，学生能够在模

拟的环境中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培养实际动手能力。这与陶行知倡导的实践性教育理念相契合，使学

生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通过在线合作项目、虚拟实验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

探索精神。这符合多位教育家所强调的创新精神培养，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具有探索性和创造性。 
智慧教育为教师提供了更多工具和资源，使其更好地实践理想中的教育理念。在智慧教育的引领下，

理想中的教师角色更加贴近现实，更好发挥教育力量。 

3.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角色解放 

3.1. 背景分析 

1) 传统教育中教师角色的负面影响 
近现代教育模式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导致教师角色受缚于时代发展的桎梏，在多个方面影响消极： 
过度强调应试教育：导致教师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应试技能，更侧重于灌输知识，而缺乏对学生综

合发展的关注，影响了学生的全面成长。忽视个体差异：由于大班教学和标准化测试的压力，教育体系

存在过于激烈的竞争氛围，强调分数和排名，导致教师更加注重学生的表面成绩，而忽视了学生兴趣和

实际需求，影响了教育的整体效果。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往往偏向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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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职业发展。缺乏情感关怀：由于过于强调学科知识和应试，教师可能较难花时间

关注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健康。这导致一些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中感到缺乏支持和关怀，产生负面影响。传

统权威模式：教师通常处于权威地位，学生需服从指挥。这种模式下，教师可能在过度强调纪律和规矩

的同时，忽视了与学生平等沟通和理解的机会，影响了学生的发展。忽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往往将学

生培养成为一名毕业后不再学习的人，而缺乏对终身学习的强调。这影响了教师对学生培养自主学习和

不断进步的意识，导致学生在职业发展中可能面临适应性不足的问题。知识孤岛现象：传统课程划分明

确，学科之间边界分明，导致学生和教师更容易形成知识孤岛，难以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知识。这种局面

可能妨碍了学生的综合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科之外的能力忽视：传统教育往往偏向传授学科知识，

却较少注重学生在团队协作、沟通技能、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这使得学生和教师在面对现实社

会需求时可能感到力不从心。 
2) 新时代教育对象对传统教师角色的挑战 
教育首先是针对学生的教育。传统教育面对的传统学生已经毕业进入社会，而今新时代的教育对象

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在数字化时

代长大并熟悉数字技术的人群，通常指的是出生于数字化时代、成长过程中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年轻

一代。具体年代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一般来说，这个群体涵盖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出生的

人，以及之后的年轻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自然地使用和适应数字技术，相对于之前的代际，更容易

融入数字化社会。 
数字原住民熟练运用数字技术，包括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在线工具等，对数字环境有深刻理解，

具有较高数字素养。他们习惯使用多媒体进行信息传递，包括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具备跨越不同

媒体的沟通技能，多模态交流能力甚高。数字原住民善于从庞大的信息中获取所需，具备有效筛选和评

估信息质量的能力。他们在数字平台上建立了独特的数字身份，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思想、兴趣和成就。

活跃于网络社交平台，习惯在线分享、交流和合作，建立全球性的社交网络。 
未来，数字原住民将更深入地整合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以提升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便利

性。数字原住民将成为数字创新的推动者，通过参与科技创新和创业，引领数字时代的发展方向。这些

趋势表明，数字原住民将在未来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再循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完全不适用于当下

以及今后的学生群体。智慧教育正是高度正视新时代的学生群体，开展各个方面的数字化教育改革，培

养适应未来信息社会的创新型国际人才。 

3.2. 从管理者到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1) 从管理者到合作者转变分析 
在智慧教育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需求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以及教育理念的转

变，都会催化教师从管理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被管理者的身份圈定，不被针对管理者的规定和

要求约束，不与学生的立场产生距离甚至截然相反。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教育体系和教学方式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慧教育工具和平台的涌现为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教师逐渐摆脱传

统的管理者角色，更多地利用数字工具来客观地管理日常教学活动，评价学生学业行为，并与学生合作、

共同构建知识。学生也更期望加追求个性化、参与性的学习体验。在这个背景下，教师需要与学生合作，

关注并满足他们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教育理念逐渐转向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教师的合作

者角色符合这一理念，促使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3]。 
教师作为合作者的身份会使学生卸下对教师的防御，更为相信教师，而不是处处提防老师；更加积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61


曾梦凡 
 

 

DOI: 10.12677/ces.2024.122061 396 创新教育研究 
 

极地主张自己的学习权利，寻求教师为自己提供合作帮助，而不是被迫完成管理者的各种要求；更为大

胆地参与课堂学习活动，更为深入地与教师同伴交流探讨，而非循规蹈矩，害怕犯错后被管理者追究；

编写自己的学习脚本，而不是旁观教师的独角戏或者几个活跃分子与老师的搭台献唱。 
通过与学生合作，教师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引导；能够引入学生

群体的新视野新智慧，创造更适宜的学习材料，设计更有启发性的学习活动；没有上层管理者考核教师

对学生的管理，教师更能够客观地尊重学生的学习表现而非强硬地要求学生达到管理预设，平等沟通、

愉悦融洽地帮助学生进步；教师能够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诸多学习项目中的沟通促使

学生感知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并不断磨练提升。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促使教育环境更加开放、包容，建立起积极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塑造更好的

教育生态[3]。 
教师从管理者到合作者的转变是智慧教育时代的必然趋势。这一角色的转变将推动教育方式的创新，

为学生提供更加富有深度和参与度的学习体验，解放教师管理的枷锁，为教师提供自由拓展学生认知、

能力与美德的边疆。 
2) 合作式学习实践 
《翻译理论与实践》校级一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和理论认知。为了提升学

生综合素养，我们引入了合作式学习模式，以促进团队合作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实践项目分别包括自学

在线课程，小组制作微视频，小组共建低资源语料库，小组评析实践过程。经过项目中的磨合，学生的

合作意识和能力有了显著的变化(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operative learning practice 
表 1. 合作式学习实践 

项目 目标 实施 成果 

自 学 在

线课程 
提供在线学习资源，让学生在自己

的时间内熟悉基本翻译理论。 
学生通过在线平台学习相关课

程内容，并在自制微视频和课

堂上分享他们的学习心得。 

自学过程虽然是学生独立开

展，但作为知识输入，会在较

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在团队的

表现。 

小 组 制

作 微 视

频 

通过制作微视频，培养学生对翻译

理论学习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

力。 

学生组成小组，根据小组轮值

的在线课程翻译相关的主题，

制作微视频，呈现小组整合学

习资源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并

呈现小组的学习成果。 

自学过程虽然是学生独立开

展，但作为知识输入，会在较

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在团队的

表现。 

低 资 源

语 料 库

建设 

在真实项目中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翻

译知识和理论的能力，尤其是以低

资源思政语料库为导向的语料库更

有利于磨砺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和

社会人文价值取向。 

小组合作完成一个翻译项目，

涉及低资源语料库的建设，学

生需要共同努力，团队协作解

决实际问题。 

翻译技能提升：通过小组合作

翻译项目，学生在实际项目中

应用翻译理论，提高了他们的

翻译实践水平。 

小 组 评

析 实 践

过程 

提高学生对实践过程的反思和分析

能力，从而更好地应用课堂知识，

更全面地提升学习的深度和批判性

思维。 

学生在小组中评析本组实践过

程，包括对课堂知识的应用分

析、合作过程分析和翻译过程

分析。 

定期小组评析与反省讨论促使

学生分享知识、经验和问题，

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氛围。 

 
合作式学习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通过小组合作翻译项目，学生不仅提

高了翻译技能，还培养了团队合作和实践应用的能力。这一实践为将来类似课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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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合作式学习在翻译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3.3. 从监督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1) 从监督者到服务者转变分析 
在智慧教育时代，教师的角色正从传统的监督者向更为灵活、服务导向的服务者转变。智慧教育借

助先进的技术，将教育内容和方法重新定义。在线学习平台、虚拟实境等技术的融合，让学生能够更自

主地学习，教师监督的需求相应减弱。学生在信息时代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对于教育的需求也更加复

杂。教师需要更加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成为服务者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传统监督式教育强调纪律和

标准，而现代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教育理念的变革要求教师更多地服务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 
教师作为服务者，更注重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通过关注学生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可以使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不同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需求，服务导向的教育可以更好地满足这些

差异，提高个性化水平。教师更强调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目标、参与学

习活动，可以加深教学互动，建立更紧密的师生关系。教师更多地参与学科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推动自

身专业发展。教师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也对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需要更加注重教育管理和制度的变革，

以适应服务导向的教育需求。 
总而述之，教师从监督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是智慧教育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变革使得教育更具

人性化和关怀性，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力，进而促进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4]。 
2) 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实践 
如 3.2 (2)呈现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同样旨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开展一系列课程项目，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团队协作的能力。这些项目不仅仅是课堂的延伸，更是服务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的有

效载体。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体现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tudent-centered practice 
表 2. 学生为本实践 

项目 成果 

个性化学习 学生在自学在线课程中能够按照自身的学习节奏和需求，个性化地学习翻译理论知识。

教师以服务者身份，为学生提供符合学习需求和专业实践需求的在线公开课程，并提供

个别引导和支持。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小组制作微视频和翻译实践项目使学生发挥自主性，培养了他们在实际应用中解决问题

的能力。教师在这过程中充当服务者，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实践项目评析 学生在小组内评析实践过程，培养了对实际问题分析的能力。教师作为服务者提供引导，

促使学生深度思考。 

小组评析实践过程 定期小组评析与反省讨论促使学生分享知识、经验和问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氛围。 

 
通过这一学生为本的服务实践项目，学生不仅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取得了实际操作的经验，更培养了

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和实际应用的综合能力。这符合我们在教育过程中以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激发学

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3.4. 从教学者到导学者的角色转变 

1) 从教学者到导学者转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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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学者的角色中，教师往往是知识的所有者和传递者，学生只能向老师求学，接受知识的滴

灌。信息时代的来临让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自主化。在这个背景下，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信

息源，而是需要引导学生主动获取和处理信息，促使教师由传统的教学者向导学者的角色演变。在导学

者的视角下，教师更侧重于围绕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引导他们主动开展学习。 
教师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和在线资源，更容易扮演导学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更灵活、个性化的学

习支持。由教学者向导学者的角色转变促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学习决策，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自主性，学生

在更富有启发性的教学环境下更容易培养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从而提升学习自主性。导学者充

分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学习节奏，强调个性化学习，智慧技术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

使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的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教学支持。这种个性化学习体验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导学者强调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智慧教

育平台，教师可以设计各种启发性的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在解决问题、合作探究中培养创新思维、团队

协作等能力，使学生在学科知识增长的同时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增强综合能力。导学者的转变也体现在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筛选和评估信息质量、引导学生在参与项目活动的过程中深

度思考和淘汰低效的学习方式和思维路径，促进批判性思维，实现技能和品德素养的蝶变。 
总之：教师已经不限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者”，而是有效介入学生学习的“导学者”，帮助他们有效

地设计学习策略并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支架，让学生能够在“最近发展区”的潜在发展水平上前进[5]。 
2)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实践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我们通过一系列项目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和

实践能力。实践成果及反馈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ctive learning practice 
表 3. 主动学习实践 

项目 成果 

自学在线课程 学生表示通过自主学习更为全面地理解了理论知识，为后续的实践项目奠定了基础。教

学视频之后的学习测试很好地指引他们获取学习重点和理论框架。 

小组制作微视频 学生强调，在制作微视频的过程中，真实的实践空间使他们必须学会很多实践技能，还

提高了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也学会了在已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整合学习资源，

这种独立思考提供了创新创造的空间，扩展知识边界，雕刻知识图谱。 

低资源语料库建设 学生表示通过实际项目更深刻地理解了翻译理论的应用，同时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专业层面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各小组合作完成了低资源语料库建设项目，实际解

决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小组评析实践过程 学生通过评析实践过程，提高了对课堂知识的应用分析、合作过程分析和翻译过程分析

的能力。学生在评析中发现了团队合作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培养了问题解决的

思维方式。 

 
这些成果表明学生在引导下逐渐成长为主动学习者，不仅在理论知识上有所提升，更具备了在实际

项目中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这样的实践成果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 支撑教师角色解放的核心能力 

随着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教师角色将会发生深刻的演变。智慧教育的崛起为教育者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支撑教师角色解放的核心能力

成为了成功应对变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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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I 技术应用素养 

教师的 AI 技术素养是指教育者在数字化时代，具备理解、应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于教学实践的能

力[6]。这一素养的内涵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nnotation of AI technical competence 
表 4. AI 技术素养内涵 

素养 内容 

理解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教师需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领域，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知识。 

熟悉教育科技工具 教师应熟练使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教育科技工具，包括智能教育软件、在线学习平台

以及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等，以提升教学效果。 

能够解读和利用学习数据 教师需要能够收集、分析和应用学生学习数据，通过对数据的解读，个性化地调整教

学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整合 AI 技术于教学实践 具备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具体教学场景的能力，包括设计智能化教学方案、利用虚拟

实境技术进行教学等。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技术 帮助学生培养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包括数据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方面的

教育。 

持续学习和更新知识 由于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发展，教师需要保持对新技术和方法的敏感性，不断学习并更

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综合来看，教师的 AI 技术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体系，涉及到对技术的了解、运用教育领域的专

业知识、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技术的能力以及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敏感性。这些素养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应对

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挑战，提升教学质量。 

4.2. 克服 AI 教育的挑战 

在对教师而言，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后的最大改变就是教师要和智能机器一道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

其中涉及十分复杂的技术难题，单靠教师的个人努力无法实现[6]。智慧教育实施过程中，缺乏熟悉 AI 技

术并能够有效应用于教学的教师，这个因素会制约大部分学校的数字化教育进程。大量的学生数据涉及到

隐私问题，因此在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方面需要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以保障学生隐私。学生对新技术

的接受度和适应能力各异，一些学生可能会因为不熟悉或抵触而产生抵触情绪，影响 AI 教育的效果。AI
在教育中的使用面临法律法规和伦理问题，例如智能监控与评估可能引发教育公平和个人权益的争议。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努力，包括政府、学校、教育者、技术公司以及学生和家长的积极

参与，共同推动 AI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教师层面可以在如下几方面付出努力：1) 制定明确的数据隐

私政策，采用加密和其他安全措施，保障学生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2)鼓励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与技术

领域的专家之间的跨学科协同合作，推动教育内容和技术的有效融合。3) 实施计算机科学和数字素养的

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AI 技术，提高他们的技术适应能力。4) 在教育中强调伦理和法规，

培养学生、教师和家长对于 AI 技术使用中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定的敏感性。5) 建立教师、学生和家长

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实施 AI 教育的反馈，以便调整和改进教育实践。 

4.3. 技术双重属性的反思 

教育元宇宙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虽然发达，但也带来了信息的瞬间消失。真迹式培养旨在保留学

生学习的真实足迹，参与真迹作品建设，以抵御数字化过度带来的信息虚化和学习痕迹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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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迹式培养强调文化传承，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成为真迹，保留在教育的文化积淀中。真迹式

培养具有独特的意义。1) 学习足迹保留：数字时代学生学习往往在虚拟空间中，缺少实质性的足迹。真

迹式培养通过实体作品、项目展示等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留下真实的足迹，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

2) 信息真实性：数字化教育中信息虚化是一个普遍问题。真迹式培养强调学生的真实学习经历，确保信

息的真实性，使学习过程不仅是数字记录，更是真实的教育经历。3) 文化积淀：真迹作品不仅是学生个

体的学习产物，更是教育文化的积淀。这些真迹作品能够被保留、传承，为未来的教育提供实质性的文

化支撑。 
综合而言，真迹式培养在教育元宇宙时代具有保留学生真实足迹、文化传承的独特意义。通过项目

化展示、数字与实体结合、社会参与等策略的实施，可以更好地实现真迹式培养的目标，让学生的学习

经历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有力的痕迹。 
引入项目化学习，鼓励学生参与实际项目，产生真迹作品。这样的展示方式使学习更加真实，学生

的真迹足迹能够在项目中得以保留。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将真迹作品实体化。这可以通过 3D 打印、

实物展示等方式，让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实体世界中得以体现。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将真

迹式培养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使学生的真迹作品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5. 结语 

在智慧教育时代，教育的天空被数字的光芒点缀，而教师的角色也迎来了新的解放。教师不再是孤

军奋战的孤岛，而是融入数字化的大海，与学生共同驾驭智慧教育的航船。 
实现合作者的转变，让管理成为协作的乐章。从管理者到合作者的角色变革，教师已不再是单一的

知识传授者，而是团队的引导者，与学生共同参与知识的建构。数字技术的支持使得资源共享、协同办

公成为可能，管理者不再是孤军奋战的舵手，而是与学生共同编织航行的航图。 
成为导学者，引领学生航向知识的深渊。从教学者到导学者的角色演变，突显了教师在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自主探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数字化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工具，而教师不再仅仅

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指引学生航向知识深渊的导航者。 
由监督者变为服务者，为学生成长护航。从监督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教师不再是严苛的执法者，

而是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服务的助手。数字化教育时代，教师通过数据分析、个性化教学等方式，为学生

提供更贴心、精准的支持，成为他们学业航程中的良师益友。 
在这个数字化潮流中，教师不再受限于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智慧教育的浪潮中焕发新的活力。解

放教师角色，不仅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天地，也让教育的海洋更加丰富多彩。在智慧教育的舞台上，

教师的解放将成为培养更具创新力和探索精神的学生的关键一步。愿我们在这场解放的旋律中，共同谱

写出教育的未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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