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教育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是实现 2035 年

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动力和支撑。更重要的是，它们将通过改变社会组织形态和人们的工

作、认知思维方式，为教育提供不同的生态环境，为国家教育战略的落实带来新的挑战，同

时也提供变革性的思路、方法和路径。

“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性为基础，增强人性而非减弱人性；为

人赋能，扩增人的智能而非替代人的智能；尊重个性，丰富人的发展而非限制人的发展；以

全人类的福祉为出发点，提升全人类的幸福。

“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促进人的知识技能与身心

健康并行发展，更加关注道德、情操、价值观的培养，立德树人，让人类更有尊严、更优雅、

更智慧地共同生活。

“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要提供包容、公平、优质的教育，为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服务，

要扩展教育的包容性，促进教育的公平性，提升教育的质量，扩大终身学习的覆盖面，为所

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

在环境方面，人工智能将使教育环境具有自然交互、情境感知、主动适应、虚实融合、

远程协同、数据驱动、智能管控、人机融合等特点，最终会发展成为学生提供泛在的、自由

探索的、知识建构的、交流协作的智慧生态环境。

在课程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是以促进学习者创新精神、审辩思维、有效沟通、团

队协作的发展为目标，增强学习者的自尊、自信、动力和意志。以动态的、进化的、多元立

体的课程形态，构建跨学科整合的课程结构，覆盖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领域，支持全时域、

全空域、全受众的泛在教育。

在教学方面，师生教学交互的形态与结构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工智能将承担主要教

学任务，人机协同的教学将准确了解每位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和学习需求，兼顾个性化需求和

规模化覆盖，真正地实现因材施教。

在学习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将是自组织的形态，学生和家长可以制定个性化的学

习课程与活动，以反映儿童的个性、兴趣，家长的目标与价值观。在教师指导和人工智能协

助下，学习者可以以人机协作的方式，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参与活动、发展智慧，实现个性

化、选择性和适应性的发展。

在评价方面，人工智能将重构传统的测试与评价体系，将从宏观群体评价走向“微观个

体”诊断，从总结性评价到发展性评价，从单一知识学习评价走向综合素质评价；要在尊重

学习者隐私的前提下，对学习全过程数据进行智能动态追踪，实现对学习者德智体美劳等多

维度发展的评估，以及融入学习过程的个性化评价，为学习者提供精准的发展支持，形成面

向过程、人机结合、多方参与的发展性多元评价机制。

在教师方面，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工作形态将发生巨大的改变，繁琐、机械、重复的知

序言  



识性教学，大部分将由人工智能来承担，教师更多的是学习的设计、督促、激励与陪伴，教

师更多的工作是育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等。以下工作将成为教师工作的新重心：学习服务设

计与开发、学习问题诊断改进、个性化学习指导、综合性学习活动组织、社会网络连接指导、

学习问题诊断与改进、心理健康管理与疏导、信仰和价值的引导、发展性评估与改进、生涯

发展规划指导、同伴互助专业成长、人机结合教育决策、AI 教育服务伦理监管等。教师需要

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变化，积极有效地开展教学。

在学校方面，学校组织的时空结构将被打破，从静态封闭到动态开放，从条块分割到联

合协同，从定时定点有限供给，到时时处处人人可学，组织管理向扁平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方向发展。学校将是人人教、人人学，充满活力、人性化和高度社会化的学习共同体，是

集体智慧聚变的节点，是开放的、流动的、社会性的、分布的、连接的智慧认知网络与个性

化发展空间。

在管理方面，在教育政策制定中，要基于共同利益，纳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人

机结合、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协同的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决策的参与度与透明性，提高

决策的科学性与预见性。决策者应具有人工智能意识和能力，能够制定多元参与、协同发力

的“人工智能 + 教育“政策。

在服务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极大地丰富公共教育服务的内容与质量，变革教育公共

服务的形式和结构，创新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模式，使教育公共服务在具有公共性、普惠性、

包容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同时，体现出智能化、个性化、多元化和协同化的特征。

“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变革，不应只从技术的角度去思考，还应该从教育问题解决的角

度去研究。人工智能落地有三个核心要素，计算能力、智能算法以及应用场景，应用场景的

知识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具体问题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变革，也不应局限于学生的智能化学习，更不应只限于测评和考

试，要同时关注智能技术为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提供的支持，对教师工作效率提升的支

持，以及对于教育环境、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带来的影响，只有人工智能技术无缝地嵌入教

育主要业务的环节，大幅度提高教育核心业务流程的智能化程度，教育的变革才会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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