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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学为人师?
◆ 项贤明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教育和教师面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教师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是教育成功应对挑战的关键; 教育成功应对挑战，又是我们人类成功应对挑战的关键。道德、情感等是

人之为人且人工智能难以超越人类的关键特质。要成功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教师在道德、情感、哲

学、审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领域具有很高的素养是十分关键的。我们应当未雨绸缪，现在就

开始探讨加强对教师这些关键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 教育; 教师; 关键素养;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 4808 ( 2019) 03－ 0076－ 05

泰德·丁特史密斯 ( Ted Dintersmith) 在 《未

来的学校》一书中写道: “传统学校是僵化的教育

体系打造出来的纸老虎，是创新时代的博物馆文

物。”［1］23世界上很多教师都已经多多少少切身体验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给教师带来的挑战。这种挑战

并不局限于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消解了教学参考书

曾经赋予教师掌控知识的特权，也不限于教育机

器人对教师职位的觊觎。强人工智能的来临和对

超人工智能的展望，更是强化了我们的紧迫感和

危机感。分析研究这些挑战，探讨未来教师成功

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关键素养，不仅对培养教师

和改革学校教育，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

展，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人工智能对教师、教育和人的挑战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一种根本性的

巨大挑战。人类主要是依靠自身的智能才成为这

个星球的主人的，而今我们自己创造的外在于自

身的智能机器却在智能的很多方面都逐渐超越了

我们。人工智能给教育和教师带来的挑战不仅是

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的，这里仅简要阐述最根

本的挑战。
正如迈克尔·富兰 ( Michael Fullan) 教授所

言，“教育史现在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拐点”［2］63 :

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被规

定的课程内容和评价体系所束缚; 另一方面，“无

处不在的数字工具和数字资源让任何人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学习知识内容”［2］63。他说: “这意味着

两件事: 第一，教师不需要再去亲自传授广泛的

知识内容; 第二，学校也无须传授那些理论上学

生以后生活所需的全部知识。”［2］63现代学校教育产

生以来，教师的天职就是教授知识，如今这却变

得不是十分必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正

在使 教 学 机 器 从 当 年 锡 德 尼·普 雷 西 ( Sidney
Pressey) 和伯尔赫斯·斯金纳 ( Burrhus Skinner)
那种只能简单地让学生做标准化选择题的简陋木

箱，变成越来越接近于人的、可以和学生进行复

杂的交流互动的智能机器人。它们不仅可以像教

师一样进行“教授”，而且本身也可以进行深度学

习，从而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和“了解”学

生，并对学生的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智能机器人

可以将学习诊断分析和个性化教学方案建立在大数

据基础之上，并且可以超越个人有限的知识背景和

认知偏好，进行客观的学习诊断和教学方案设计。
人工智能的介入，必将迫使教师这种职业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对我们培养适应未来教育所需要的教师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在人机共生的智能时代，“随着计算

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

的速度将会加快。比如教学的艺术”［3］10。由于智

能机器人教师在知识教学方面可以做得比人类教

师还要好，它们因此必将逐渐在很多方面替代教

师的工作，人类教师再也不必钻研知识教学的技

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校教师这种职业，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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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 是 “把 一 切 事 物 教 给 一 切 人 类 的 全 部 艺

术”［4］，对教学技艺的钻研也是教育学得以产生和

发展的原动力。人工智能的介入，却使这一切变

得并非绝对必要。
在智能时代，人类教师的知识教学变得不再

特别重要，智能机器人不仅在知识教学效率上可

能全面超越人类教师，而且智能机器人自身的深

度学习和自我复制能力也对人类教育形成了全面

超越。人类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教育在

知识教学方面与智能机器人无法比拟。恰如 《人

机共生》一书所言: “你无法把早已存在的知识下

载到一个人身上。任何人都是从零开始的。”［3］6 仅

这一点，就决定了人类的教育在知识传授方面，

永远不可能超越智能机器人的升级换代。即便我

们有一天接纳了超人类主义 ( transhumanism) ［5］的

观点，允许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等对人类自身进行

改良，除非我们将自身变成半人半机器的存在，

否则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都难以像智能机器

人那样直接下载既成的知识。通过学校教育来培

养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这在智能时代

将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培养人类劳动者，很难

比生产特定岗位所需的智能机器人更有效率，就

连生产智能机器人的工作本身也会由智能机器人

来承担。学校教育在培养劳动者方面曾经表现出

的重要社会价值，终将成为明日黄花。
我们知道，智能是使人类在众多物种中脱颖

而出，进而成为这个星球主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如今，我们却在这一核心竞争力上要面对我们自

己创造物的挑战，高级智能即将不再为人类独享。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旦人类的某种智能活动可以

被拆解成一系列已知的应急事件和明确的规则步

骤，它就不再专属于人类了”［3］24。我们可以将这

些可拆分的智能通过编程注入智能机器，让智能

机器来替代我们的脑力劳动，智能机器甚至可以

在某些方面比我们人类更好地完成智能工作。“由

于技术演进速度比生物进化速度快太多，一旦智

人的地位不保，它就再也赶不上来了。”［6］少数人

可能利用智能机器奴役他人，毕竟奴役他人的野

心历史上屡见不鲜。运用人工智能奴役他人的人，

完全有可能不慎沦为机器的奴隶。于是，关于人

工智能的灾难科幻片就有可能成为残酷的现实。
这种灾难威胁根植于人心之中，因此，唯有能够

完善人心的教育，才能在人心中为人类自身筑起

一道安全防火墙。

二、人类超越智能机器的特质

人工智能是人的创造物，它是人类本质力量

对象化的结果。通过这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

类不断发展和延伸着自己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

升自己的创造力。因此，要保障人类不会被人工

智能超越，关键在于人类能否实现自我超越，在

于人类能否将自身某些使人之为人的关键特质臻

于完善，从而推动人类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
其一，道德是人类在认知能力之外一个使人之

为人的首要关键特质。道德是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

的产物，是智能的高等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个体智

能通过组织转化成可控制的群体乃至整个人类智能

的关键因素。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

为用，何也? 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

群? 曰: 分。分可以能行? 曰: 义。”［7］正是道德这

种“义”所支撑的人类社会结构，将人类个体的智

能组合成群体乃至类的智能。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

的伦理道德，以应对人类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

挑战。在智能时代，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符合这个

时代要求的道德伦理，并通过教育使这种道德普遍

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

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道德或者不道德的，人类对

科技的使用才具有道德意义。“科技是自由的还是

凶险的呢? 答案是两者皆有，但我们倾向于对它神

奇的 力 量 心 生 恐 惧，并 忽 视 它 不 为 人 知 的 阴 暗

面。”［2］11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程序将“良知”注入机

器人的“内心”，这种“良知”程序“可以由许多

条‘善良’的‘价值观’组成，这些价值观可以包

括但不限于不伤害人类、不泄露主人隐私、遭遇黑

客攻击时报警等”［8］，这的确是必要的，但仍不是

最根本的措施。科技的阴暗面实际上是人性阴暗面

的折射，唯有以新的道德力量控制人性的阴暗面，

人性的光芒才可以照亮科技的阴暗面。因此，道德

教育在智能时代将成为我们教育最为重要的任务。
其二，情感是使人类有别于智能机器的另一

个关键特质。人工智能是科学的成果，科学是人

类理性的成果，而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有包括

情感在内的非理性方面。人性的非理性方面极其

丰富，其中很多领域我们至今尚一无所知。我们

的理性遵循同一的逻辑，而非理性却极具个人的

独特性。人类在非理性方面表现出的这种个人独

特性，是人工智能很难模拟的。人工智能专家们

将情感也视为一种智能，他们认为 “既然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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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机制已能满足要求，我们就无需用专门

的子系统来说明情感”［9］249。人工智能通过基于大

数据的深度学习，通过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产

生某种类似人类情感的智能，但这种按照某种程

序和算法模拟出的情感也与人类非理性的情感存

在着质的区别。如果你告诉某个学生的父母，他

们的孩子将在一群机器人教师的教导下，知识学

习突飞猛进，父母们可能会接受甚至欢迎; 但如

果你紧接着告诉他们，孩子可能从此对机器产生

情感依恋，甚至认 “机”作父，认 “机”作母，

那么，父母恐怕就要三思了。因此，情感教育在

智能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将会更加突出。
其三，哲思与审美也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人

类的特殊精神领域。对真正的人来说，才会存在

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

是个问题”，智能机器不会在真正意义上提出这类

哈姆莱特式的问题。它或许可以按照某种程序设

计或逻辑算法自主地发出这句话的声音，却不会

真的是出于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独立自主的思

考，原因很简单，它不是一种生命存在。“人则使

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

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

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

存在物。”［10］162人类可以从哲学和审美的角度来认

识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包括认识人自身和智

能机器之间关系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所说的 “审

美”是广义的哲学层次的 “审美”，即人对自身

本质力量对象化成果的享受和欣赏状态。虽然智

能机器也能从事生产，但它只能按照人给定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

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0］163。智

能机器可以创造出美的艺术品，但这艺术品只有在

人面前才能显现其美的价值和意义。画师可能被智

能机器取代，但鉴赏画作的观众、评论画作的艺术

哲学家，只能是人。智能机器由于其自身本质的局

限，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从事哲学和审美的教育。
其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也将是人类难

以允许人工智能超越自身的关键智能之一。作为

人类高阶思维的一部分，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多层

次的较为复杂的思维，它在一阶思维的基础之上

增加至少一层思考，并通过对低阶的思维进行分

析、评价和重建，将思维提升到意识反思的水平

之上。虽然批判性思维仍然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之

上的，因而人工智能在理论上也可以获得批判性

思维能力，并且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提高这种思维

能力，但人工智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人类，这一原

则本身就要求智能机器人不应具有真正独立自主

的怀疑和批判能力，因此，人类不应也不会允许

智能机器获得这种思维能力。未来在需要运用批

判性思维时，人类还得亲力亲为。批判性思维是

创新思维的重要基础之一，创新思维也将是人类

智能难以被人工智能超越的重要特质之一。这不

仅是因为人类不会赋予人工智能完全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而且还与创新思维的特质有关。创新思

维要求我们能够打破思维定式，突破常规，无论

给定多少种思路 ( 算法) ，都永远会有新的思路。
然而，人工智能无论复杂到何等水平，它都是以

人类给定的既成程序和算法为基础的。创新思维

还以新颖、独特和有价值为基本特点，这里所说

的“价值”当然是针对人类而言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即便智能机器给出的某种新思路是独特和

新颖的，它是否具有创新的价值，仍然要人类根

据其自身需要来进行判断。智能机器永远只能面对

现实进行逻辑运算预测未来，而人当下就可以按照

某种价值为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而生活。智能机器

可以大量储存和运用人类赋予它的知识，而人类却

可以在全新的思维范畴下生产出新的知识。
人类这些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或超越的特质，

与未来教师的关键素养直接相关联。这不仅决定

着我们未来应当通过教育培养具有何种关键素养

的人才，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教师教育在智能时

代应当特别重视培养教师的何种关键素养。

三、未来教师的关键素养

面对人工智能对教师和教育工作的挑战，我

们应当以人类难以被人工智能超越的重要特质为

基础，相应地培养教师的一系列关键素养，并通

过教师去进一步培养下一代人的这些关键素养，

从而共同成功应对智能时代的挑战。
第一，道德素养将是智能时代教师的首要关

键素养。在智能时代，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以

及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去陶冶学生的能力，将仍然

是教师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素养。要防止人利用人

工智能去奴役他人，我们必须在强人工智能和超

人工智能来临之时成功地将人类的道德水平普遍

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以适应智能时代的新要求。
正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在其本质上不过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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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具，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延伸，它本身无所

谓道德或不道德，只不过这种特殊的工具是人类

智能这一看家本领的延伸，具有此前其他工具所

从未拥有的巨大能量，因此，人对它的运用是否

有坚强有力的道德维系，对人类来说有可能是性

命攸关的。要避免少数人利用人工智能奴役人并

导致人类被智能机器奴役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

必须用道德教育在人心中筑起牢固的防火墙，包

括通过法律小心翼翼地维护这道防火墙。由于法

律的作用很多时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能发挥出

来的，因而道德的防火墙意义更加重大。这道防

火墙要靠我们所有人共同构筑，而教师在其中的

作用无疑尤其重要。因此，师德在智能时代的意

义和价值，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将更加凸显。
第二，情感素养将是智能时代教师的另一个

十分重要的关键素养。情感是人之为人的关键特

质之一，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的某些情感表现，

但这种情感模仿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人

工智能机器作为人的创造物，其在本质上不是人，

因而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人性，也不可能真正拥有

人类的感情。杰奥夫·科尔文 ( Geoff Colvin) 认

为“同理心是培养人类最重要能力的关键，其作

用之大，超乎想象”［11］。所谓 “同理心” ( empa-
thy) ，又译作“共情” “移情”，就是一种将心比

心，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心

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一个具有良好同

理心的人，自然也不会随便利用人工智能去奴役

他人。因此，在智能时代，我们要像重视师德一

样重视教师情感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同时，我们

还要重视培养教师的人际沟通技能，帮助教师提高

对学生进行情感熏染的能力。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

正在极大地改进人类的教育，但这一切只有在教育

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如果没

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 在教育者和同事间) ，科技

就不会起作用，要知道每个学生都是单独的个体。
我们与学生一起让科技人格化”［2］109。如果我们教

师和其他所有人都具有良好的同理心，人工智能等

科技工具也因而被赋予人情味儿，我们构筑于人心

之中的防止人工智能异化力量的道德和法律的防火

墙，就具有了宽厚、坚实的人性基础。
第三，基于批判性式思维的创新素养也是未

来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关键素养。人工智能必须

绝对服从于人类这一基本原则，不允许它真正拥

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超深度学习 ( Super Deep Learning) 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最终实现，有可能使人工智能在某种

程度上模拟人类的创造活动，但这种创造仍然是

由程序预设的，与人类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创新有

着根本的区别。在智能时代，真正创新的事情还

是要人类自己来做。“如果人们为了获得工作机会

而要与机器智能展开竞争，那么就需要利用人类

独有的能力，利用创造力。”［1］27 因此， “在 21 世

纪，你知道什么，相比于你能利用你知道的做什

么，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创造新知识和解决

新问题的兴趣与能力，才是当今所有学生需要掌

握的唯一一项重要技能”［13］。我们的教育要培养

为人类所独有的这种重要能力，教师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素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只有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这些关键素

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教育才有把握在智

能时代培养出可以成功应对挑战的一代新人。
第四，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另一个关键素养

就是哲学与审美素养。只有人才会面对真正的价

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才会真正理解价值和意义。
人在人工智能时代要能够在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对

智能机器的优势，哲学和审美素养显然十分关键。
有人工智能研究者们认为，就强人工智能而言，

“恰当编程的计算机其实 就 是 一 个 心 灵”，或 者

“更确切地说，带有正确程序的计算机确实可被认

为具有理解和其他认知状态”［9］73。然而，即便是

强人工智能的这种理解和认知能力，也不可能真

正理解和认知价值和意义，因为价值和意义是人

才能真正拥有的理解和认知万物的 “尺度”。“人

是万物的尺度”［14］，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工智能无法

成为人的尺度。人类必须清醒地把握好自己理解和

认知世界万物的这个“尺度”，才能很好地应对智

能时代的挑战。在智能时代，培养教师进而通过教

师培养学生的哲学和审美素养，就变得十分关键。
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些领域模拟甚至超越人类

智能，但人类不会允许它在这个星球上将人类全

面替代掉。我们利用科技的力量，是为了培养出

具有更加丰富人性的人，而不是站到人类的对立

面去培养出超人类的非人。我们人类，尤其是我

们教育者，要时刻清晰地认识这一点，并努力提

升教师应对智能时代巨大挑战的关键素养，进而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备美好人性的新人。诚然，

“科技越是发达，人性越要绽放”［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三五”规划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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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管理乡村学校，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成

功的办学经验，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缩小城乡

学业差距。第二，可以组建由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

组成的教育集团，通过集团化办学提升乡村学校办

学水平，实现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 “捆绑式”发

展，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三，加强乡村

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引导乡村学校形成自主发展意

识，提高乡村学校自主发展能力。通过与城镇学校

的比较分析，找准乡村学校管理方面的不足，精准

地制订战略计划，助力乡村学校实现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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