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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技术热潮下
教育变革的挑战和对策

李会春
（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ChatGPT问世不久后便在全球引发强烈关注，并对教育产生剧烈冲击。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快

速应用与其自身具有的宜人性、广能性、高效性特征密切相关。ChatGPT挑战了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固有的

基本原则：第一，它一方面会推动对教育培养思维目标的重新定位，引发社会需求的思维技能结构的变化，

另一方面它也会惰化人的思维；第二，它会让人们重新审视人机交互这一观念，并挑战传统的师生互动原则

和教学关系；第三，它会解构乃至威胁传统的教育和学术伦理。要回应这些挑战，需要聚焦培养批判性思

维、伦理道德价值思维、提示语工程、创造性思维、决策思维、专业思维六大教育目标，以人机协作为核心，重

构教学观念和教学过程，适时调整并重视教育和学术伦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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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Trend of ChatGP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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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ly after its release, ChatGPT caused a strong global sensation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education. The rapid application of ChatGPT in the education field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user-friendliness, versatility, and efficiency. ChatGPT challeng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that have been
firmly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ime: First, it will promote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thinking goals of education and
cause a change in the thinking skill structure demanded by society, while also potentially making people's thinking
less active. Second, it will prompt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concept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nd challeng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teaching relationships. Third, it will deconstruct and even
threaten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ethics. To respond to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six major educational goals: critical thinking, ethical and moral value thinking, prompt engineering,
creative thinking, decision-making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thinking, wit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s the
core. We need to reconstruct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processes, make timely adjustment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th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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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进步为教育领域打开了新

的大门。当下最炙手可热的AI技术是2022年 11月

由OpenAI 公司发布的ChatGPT，它被比尔·盖茨视为

两项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1]。它问世不久便迅速成

为全球关注的技术热点，短短两个月内用户便突破1

亿，对IT、广告、传媒、医疗、科研、出版等多个行业产

生剧烈影响。实践中ChatGPT备受用户欢迎。针对早

期ChatGPT用户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表达了压倒性

的积极情绪[2]。在教育领域，ChatGPT的应用在快速扩

展。国外著名网站——Intelligent.com——在ChatGPT

推出仅两个月后的调查显示，30% 的四年制大学生已

经提交了 ChatGPT 撰写的作业，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表

示 ChatGPT 已经完成了他们所有的书面工作[3]。在3

月新近发生的技术变革中，GPT-4 的发布和应用、

ChatGPT与传统办公软件的整合、与互联网的实时交

互以及开放外挂功能插件，使ChatGPT拥有更广泛的

应用场景以及更多的想象空间。

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教育领域广泛热议。不少

研究者把它称为颠覆性的创新[4]，并认为它对教育而

言是一场海啸。教育界对ChatGPT带来的风暴喜忧参

半：乐观者认为它对提升工作效率、打造个性化教育

模式、营造新的教育生态意义非凡，而批评者则对

ChatGPT自身的设计缺陷、过度使用引发的学术不端

以及各种道德伦理问题忧心忡忡。尽管不少教育组

织和个人已经开始积极拥抱这一场技术变革并在实

践中大力推广使用（如国际文凭组织IBO[5]，英国的伦

敦大学学院[6]），但也有不少组织极力反对使用

ChatGPT并对其加以限制（如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学

区[7-8]，中 国 的 香 港 大 学[9]）。 那 么 究 竟 什 么 是

ChatGPT，它为何能在短期内席卷全球教育领域，它会

对教育形成哪些挑战，以及我们未来应当如何应对，

值得教育界以及学界认真考虑并给予回答。

一、ChatGPT简介及应用场景

ChatGPT（ 全 称 为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 聊 天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转 换 器）是 由

OpenAI公司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AI）机器人聊天程

序。其前身是202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研究

实验室（OpenAI）通过训练机器学习网络形成的大型

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简称LLM）GPT-3。这

一神经网络拥有1750亿个参数，是有史以来参数最多

的神经网络模型。其预训练采用超级计算机（285000

个 CPU，10000 个 GPU）在 45 TB 文本数据上完成[10]。

本质上，它是一种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的技术开发

程序，主要用于训练语言模型，具有很强的对话性。

它能根据已有信息预测下一段文本，能自主从数据中

学习，并在对大量文本数据集进行训练后，生成复杂

且看似智能的文字。ChatGPT 使用基于 GPT-3.5

（GPT-3的同源模型）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并通过强

化学习进行训练。其训练数据来源包括传统文档（如

图书和论文）、互联网信息、编程语言等各类知识。

ChatGPT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学习用户的语言习

惯，自动进行上下文理解，从而更好为用户提供服务。

它能生成丰富的语言对话，从而大大提高聊天机器人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虽然其核心功能是模拟人类

对话，但应用功能却非常丰富，如回答问题、编写诗

词、创作故事、进行文案或创意策划、编写和调试程

序、模拟计算机系统等。正因为此，ChatGPT不像前几

代AI一样（如阿尔法狗）由于使用场景相对有限而难

以走入大众，相反它能提供极其多样化、能与普通生

活和办公场景密切结合的应用可能。

在教育领域，ChatGPT的应用前景同样极为广泛。

ChatGPT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自然语言处理和推理能

力，能帮助教师或学生完成从回答问题到各种复杂的

创作型任务，例如：提供学业解答，进行文献搜索和整

理，辅助写作，制定学习计划，开展个性化辅导，修订

和评价作业，帮助教师备课，生成教学提纲或内容，

开展对话式教学，提供语言学习辅助，开发特定功能

的程序，助力教师专业成长，等等。在专业领域，它

有着更丰富的应用可能，例如：在医学领域，它可以

模拟患者互动[11]，生成医案，辅助临床实习；在金融领

域，它可以建构数据模型，开展数据分析；在社科领

域，它可以为开放式问卷编码[12]；等等。ChatGPT的

广泛应用可能意味着未来它将渗透到教育领域的课

程、教学、评价、管理等各个方面，并从根本上改变教

育的生态。

二、ChatGPT迅速推广的原因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有多年，但大多数

使用场景相对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整体

面貌，也很少能直接影响一线师生。很少有一项技术

能像ChatGPT一样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快速传播并举世

瞩目。究其原因，与ChatGPT自身在宜人性、广能性和

高效性三方面的优秀表现分不开。这三方面，分别对

应于机器程序在“好不好用”“能用来做什么”“做得好

不好”三个维度上的体现。传统的机器程序（如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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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软件）和前几代人工智能往往只满足其中1~2项

要求。例如，一些功能强大的软件可能很有效，但具

有较高的认知门槛，需要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因而不

完全符合“宜人性”的标准。

（一）宜人性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各种产品的要求逐步从“可

用的”发展到“宜人的”，产品设计必须要考虑人使用时

的舒适性和愉悦性。当代工业产品设计和计算机硬软

件设计，都把“宜人性”作为重要的设计指标[13-16]。对计

算机而言，宜人性通常指的是人类使用机器程序的舒

宜程度，包括与机器交流的难易程度、使用门槛高低、

人对机器的适应度等。从用户角度考虑，ChatGPT相

较于前几代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机器程序，在“宜人性”

方面有大幅进步。第一，ChatGPT能采用自然语言与

人交流，ChatGPT的内容生成性机制使其对人的回应

不像传统人机对话中机器程序那样只能给人模板化

的机械回应，而能根据上下文不断形成新的内容。这

使它比前几代人工智能（AI）更自然，更类似真人。对

人而言，跟ChatGPT对话如同跟真正的人对话一样。

第二，普通的机器程序采用机器语言与人交流，人们

要想充分使用其功能，就必须学习其特定的语言逻辑

（如各种指令、菜单）并为此付出相应学习成本。越是

功能强大的专业软件，使用者学习成本越高。而

ChatGPT采用自然会话机制，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

人们不需要像使用专业软件（如各种统计软件）一样，

进行一定周期的认知学习和知识技能准备，就可以在

没有专门学习的前提下直接使用ChatGPT并充分体验

其丰富的功能。第三，传统人机关系中，虽然机器程

序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但就其本质和沟通形式而

言，主要是人在“适应”机器。人需要学习机器的“语

言”，按照机器的运行逻辑进行操作，机器程序运行中

出现各种纰漏和错误，必须依靠人力去纠正。而在

ChatGPT应用环境中，人机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机器

可以按照人的自然语言和思维逻辑去运行，实现机器

对人的适应，从而大大提升了人使用机器的舒适

程度。

（二）广能性

这里指机器程序功能在类型和数量上的特征。

通常的机器程序一般都是功能性程序，聚焦于完成某

一类特定功能，例如Office主要适合办公场景，Stata主

要用于计算和统计，Photoshop适合开展图形编辑和制

作，等等。与通常的专门性程序不同，ChatGPT在外观

上是一款聊天机器人，看似并没有指向特定的功能，

但从实践来看，其功能不可谓不强大。目前尚不能完

整列举、穷尽它能完成的功能数量。但除了特定限制

外，它可以处理并胜任类型多样的任务：从最简单的

提问，到高度复杂化的、能体现高阶思维的创作型任

务，如编程、创作文案、撰写论文等。

此外更重要的是，普通机器程序的功能是预先被

设计好的，应用场景也有一定局限性；然而，ChatGPT

的功能不完全是预先设计好的，是在和人的沟通中逐

步“生成”的，它的功能是被人的需求逐步“现实化”

的：人负责提出需求或任务，并引导ChatGPT负责实

现。这意味着它能在和人的沟通中不断学习，开拓新

的功能，也使它具有更丰富甚至是无限的可能。在教

育领域内，这意味着它的功能可能会上不封顶：只要

学习者提出能被机器“理解”的教育需求，它就有可能

帮助人去实现它（如果ChatGPT不能做到的话，它至少

也会提出相关的可行建议）。

（三）高效性

机器程序的运行结果究竟是否能实现人的预期

代表着其有效性程度。它既包括机器程序能否准确

执行人的意图，也包括人们对其执行结果的满意程

度。从实践看，ChatGPT能基本领会并准确执行人发

布的指令。另外，在多个任务的完成表现上，ChatGPT

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相当好的品质。例如，它可以通

过考试，生产出以假乱真的学术作品，快速进行作业

成绩评定，等等。一系列覆盖多个学科领域的实证调

查表明，它可以帮助通过英语[17]、医学[18]、法学[19]等科

目的课堂考试甚至是资格考试；同时，它可以撰写高

质量文献综述[20]、完成受到专家认可的医学报告[21]、辅

助产生金融创意和数据分析。尽管目前它在实践中

也有不少瑕疵，但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其功能的进一步

迭代和优化，它的有效性将会进一步提升，成为一种

具有高效性特征的人工智能。

三、ChatGPT对教育的挑战

毋庸置疑，未来ChatGPT的广泛使用和迅速扩张

会深刻改变教育的生态。虽然它不会完全代替传统

的教育要素，但它仍会在教育目标、课程设计、学习过

程 、学 业 评 价 等 多 方 面 给 教 育 造 成 巨 大 挑 战 。

ChatGPT之所以对教育造成巨大影响，本质上在于，它

不仅影响教育领域的技术细节，更影响教育的观念，

且直接挑战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原

则。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它对思维培养、教育中的人机

和师生互动以及教育和学术伦理的影响，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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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对“教育应该培养什么”“如何培养”“如何正

确地培养”三个重要议题的挑战。

（一）挑战教育培养思维的目标和结构

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核心任务之一是通过教师

的指导、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磨炼，学习如何进行有效

思维。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只能按照

人类的指令对信息进行重组加工，而不能像人一样真

正思考；它可以在单项智能上超越人类（如完成复杂

计算），完成机械的工作任务，而不足以胜任需要复杂

智能的事务工作。然而，ChatGPT与前几代人工智能

并不相同，其出现可能会挑战人们的固有观念，拷问

教育培养思维的根本价值，引发人们对教育培养思维

这一任务的重新定位。

首先，ChatGPT外显的心智水平和完成复杂任务

上的卓越表现会挑战教育培养思维的基本目标。（1）

它具有较高的“心智”水平。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

GPT-3和GPT-3.5（GPT-3的同源语言模型）可以分别

解决70%和93%的心智任务，心智水平分别相当于7

岁和9岁儿童[22]。而2023年3月新近发布的GPT-4在

推理完成、考试表现、问题解决等方面比GPT-3.5更胜

一筹[23]。（2）ChatGPT不仅能进行复杂性推理，而且能

完成很多复杂、创意性的工作，且在效率和品质方面

会超过普通人。如果不考虑内在“思维”过程，它的

“思维”外显形式要超过很多普通人。例如，它能迅速

起草一份学术会议的专业汇报纲要，而普通人完成类

似任务常需要数十小时乃至数天时间。未来ChatGPT

会不断升级其神经网络、拓展训练数据来源、融入多

模态技术，因而其外显的心智水平、处理复杂事务和

创造力工作的能力仍将进一步提升。如果说传统机

器对人的取代主要是体力劳动的话，那么ChatGPT为

代表的人工智能未来在大幅提升人的工作效率的同

时，也会大量取代现有以思维为特征的脑力工作以及

相应的工作岗位。在这一形势下，教育培养思维能力

的目标受到极大挑战，需要进行深度调整和变革。

其次，ChatGPT广泛应用可能会导致社会需求的

人类思维技能结构发生变化[24]，进而引发教育任务或

中心的变化。技术进步会改变工作和学习环境，进而

改变对劳动者的能力需求。不同时代社会对人的思

维技能的需要并不一致，而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

展发生变化。在社会结构简单和节奏变化缓慢的时

代，对人的思维技能要求较多集中于低阶能力，而技

术革命日新月异和迅捷变化的社会对人的高阶思维

能力则会有更多需求。世界经济论坛对人工智能时

代的能力需求变化进行探究，提出高层次认知能力在

未来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25]。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

能技术的进一步推广，由于它能在多方面替代人的工

作，会降低一些技能的重要性甚至淘汰旧的技能，如

人不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信息检索或简单加工；

同时，也会提升另一些技能的重要性，如对ChatGPT提

供的信息真伪进行甄别，开展更多的创造性活动等。

这意味着学校未来的思维培养目标必须适时进行结

构性调整，而不能固守传统。

最后，ChatGPT的应用可能会惰化人的思维。传

统上，学生的思维训练是通过一系列系统安排的学业

活动实现的，如知识记忆，对信息进行检索、整理、分

析、比较、整合等等。但ChatGPT以海量数据为基础，

通过超高速的计算能力，不仅能迅速完成人类需要大

量时间学习和训练才能胜任的工作，更能在短时间内

生成多样化、更有意义、更有创新性的终端结果。由

于ChatGPT具有良好的体验，能完成多种学习任务，并

生产比普通人做得更好的学业作品，这可能会使学习

者主动减少或放弃积极思考，并转向依赖AI辅助学

习。这不仅会影响人的基础性思维能力培养，也会影

响人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高级思维能力的养

成。这需要在设计未来的教育目标时认真考虑如何

削弱ChatGPT惰化人的思维这一不利影响。

（二）影响人们对“人机交互”的理解，并挑战传统

的师生互动原则和教学关系

教育千百年来常被认为是一项互动性的艺术。

在古代，“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互动精神被认为是启迪

自我进行知识建构的基础。而近现代的多种教育理

论则对教育的互动性原则做了深入阐释，认为“互动”

对促进学生知识建构、能力提升、人格养成等方面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杜威把“互动性”原则视为好的

教育的两大原则之一[26]，而维果茨基则把人际互动看

作知识建构的重要手段[27]。当下推进的教育改革，多

数也以促进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作为重要手段。传统

上，教育领域中的互动特指人与人的互动。过去多年

来，虽然人工智能常常有各种创新，但“人机交互”都

不足以认为可以挑战人类的现场互动。机器一般只

被认为是工具，不具有主体性地位。然而，ChatGPT的

出现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人机交互”的理解，并逐步消

解教育的互动性原则。

第一，ChatGPT的学习机制使它和传统的人机互

动有着本质不同，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人机互动的

认知。传统人工智能不会主动向人类学习，它只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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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指令给予人模板化的回应。然而ChatGPT的自

我学习机制使它可以主动向人类学习，能根据人的反

应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响应。在与人的沟通中，不仅人

在进步，ChatGPT程序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和优化。可

以说，ChatGPT的出现改变了人机关系，人和机器会逐

步从原来的主客关系发展成为“人机协同，交互学习”

的关系[28]。这为人机开展协同知识发现和创新开辟了

广阔空间，也会挑战乃至消解教育领域内根深蒂固的

“互动性”原则。未来教育领域的“互动”设计，不能仅

仅考虑人与人的互动，而必须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在其

中的贡献和影响，并将其纳入进来。

第二，ChatGPT的出现会促使“人机互动”部分替

代传统的人人互动，降低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过去人

们认为“人机互动”不可能替代人与人的互动是因为

机器不能理解人的自然语言，不具有人性化特征，更

不可能承担复杂和具有创造性事务的工作。但

ChatGPT不仅能正确理解人的自然语言，也能完成较

为复杂的创意工作，甚至看起来会具有一定的“情

商”。由于ChatGPT依赖的是人类知识的总体，它可以

给予学生比传统师生授受模式下更为详尽、具体、丰

富的回应。在实际场景中，ChatGPT能完成传统教师

的诸多任务，如授课、制定学习计划、批改作业、提供

专业指导意见等。教师由于时间和精力问题，很难对

学生进行一对一针对性回应，而ChatGPT则在提供个

性化回应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因而不少学生会转向与

机器程序互动。在教学中，这往往会降低学生对教师

的依赖，减少课堂中的师生交流[29]。

第三，ChatGPT被引入到教育领域后会对传统的

教学关系形成挑战。传统上，教学关系主要指教学过

程中教师和学生形成的关系，在理论上主要体现为教

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两类：前者往往与学科中心勾连，

指由教师决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进程、主导教学秩

序的教学模式；而后者把教学的核心交给学生，由学

生来承担安排教学目标、知识内容和教学进程的责

任，使学生对教学更有“拥有感”。20世纪至今，关于

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的话语对抗几经起伏。目前教

师中心虽然在实践中更具普遍性，但学生中心的话语

亦对教育改革产生多次冲击，并导致一系列教育创

新，如活动教学、问题式教学、项目式教学的产生。然

而无论是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都是以如何调适师

生关系为核心的，人机关系并不在教学关系考察的范

围。随着ChatGPT的广泛应用以及人机交互的快速扩

展，教学关系中需要超越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的二元

对立话语，形成新的“教师—学生—机器”的三元协作

关系。这会要求现有的课程、教学、和评价方面的制

度设计都要做相应调整。

（三）解构乃至威胁传统的教育和学术伦理

教育和学术活动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意味

着师生双方的行为以及学术活动的开展要遵循一定

的行为规范或者符合一定的社会期待，具体包括师生

伦理、学习（工作）伦理、学术伦理等。对学生而言，它

意味着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前提下要尊师重道，在教学

中接受教师的引导和规训；应该在学习中勤奋刻苦，

积极投入；要诚实呈现自己的劳动成果，遵守一定的

学术规范。这是教育活动能够正常开展、科研活动能

正常进行、学生能顺利成长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

教育中的伦理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社会发

展和技术变革的现实适时进行调整。在ChatGPT及其

他AI推广应用后，传统的教育和学术伦理要求会受到

很大挑战。

第一，在师生伦理上，传统上师生交往规范形成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教师相对学生具有认知优势的

基础上的[30]，如教师比学生具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更

了解正确有效的学习过程。而ChatGPT及其他人工智

能发展不仅会消解教师的知识优势，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教师的指导工作。在提供个性化支持方面，

ChatGPT的表现甚至会优于传统的教师。更重要的

是，年轻一代的学生思维活跃，可能会比教师更快学

会使用ChatGPT以及类似的技术工具。当教师在认知

和任务操作方面相对学生的优势不复存在时，师生间

的认知冲突可能会加剧。另外，人工智能的引入还会

降低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并不断削弱师生间的情感联

系，淡化传统的“尊师爱生”观念[31]。

第二，在学习（工作）伦理上，学生勤奋刻苦、努力

学习、专注投入是获取学业成功的重要前提[32]，具有很

强的道德正当性，也是教育者对学生本职工作的一贯

期待。懒惰、投机取巧、精神涣散等表现与学习伦理

中的正面倡导背道而驰。学生在学业上的时间投入

和专注度往往被视为衡量学生勤奋程度的重要标志。

然而，技术进步会不断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也会影

响学习伦理中“努力”“勤奋”这些正面价值的内涵。

例如：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使学习者不再需要“勤奋”

地采用人工方式去查找文献，统计软件的普及也使学

习者不需要“努力”地把时间花费在繁复的初级运算

上。其结果则是，大量人力可以从机械事务中解放出

来，并用于处理更高级、更有意义的学习事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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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atGPT应用不断推进的趋势下，当人机协作成为

一种可以被接受的现实时，传统学习伦理的内涵必须

进行调整。例如，用ChatGPT替代部分人类工作（如用

它制定文章写作框架，或辅助完成文献综述），究竟是

投机取巧，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甚至是值得认可的

提高学习效率的行为，需要就其学习伦理开展广泛的

讨论。

第三，在学术伦理上面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由

于ChatGPT能大幅度替代人类的劳动，并能生产以假

乱真的作品，教育界担忧传统的学术伦理会被

ChatGPT颠覆。例如：ChatGPT会使学生更容易在考

试中作弊；在难以被监管的或者在线考试中，使用

ChatGPT的可能性更高；学生也可能直接用ChatGPT

完成论文；等等。不仅如此，学生用ChatGPT完成的工

作可能会引发学术不端，并且不易被检测出来。有研

究发现：法学考试中ChatGPT的通过率能达到中上水

平[33]；利用ChatGPT写成的学术论文摘要，大约有68%

能躲过盲审的评议[34]。尽管现在不少人也致力开发检

测ChatGPT生成论文的工具，但其收效仍然不能让人

满意[35-36]：其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仍然离不开人工甄别

和审核的配合。ChatGPT的有效性意味着人们对其破

坏学术伦理的担忧正在成为现实。

四、对策

（一）聚焦思维培养，培养六大思维技能

ChatGPT的大规模应用不会动摇教育培养人学会

思维这一核心目标。原因在于，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

种精神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教育要弘

扬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然离不开思维

的培养。ChatGPT不具有人类的自主意识，不会自我

辩护[37]，也不可能代替人去进行决策并为其后果负责。

另外，教育应把思维视为一种有组织有目标的学习和

训练过程。人工智能固然能在一些思维外显结果上

超越人类，但不能替代人在真实思维中对各种信息进

行分析、加工、组合、评价的过程。过于依赖ChatGPT

或其他AI工具，必然会惰化人的思维，导致人思维能

力的退化。教育应把思维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直接

给出结果或产品。

未来教育应面向未来，预测在新一代人工智能背

景下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需要的思维技能，努力

克服ChatGPT以及相关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弱点，有

所为有所不为，对教育目标进行调整和改革，聚焦下

面六大复合高阶思维技能的培养（见图1）。

图1 ChatGPT热潮下的教育思维目标设计

1.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对信息进行有效分析从而勘

正谬误、避免偏见，并形成理性判断的思考能力。它

需要人有能力识别信息真假，能进行有效推理、分析、

解释、评判以及持续的自我修正，并对人类生活的背

景性知识和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然而，

ChatGPT虽能完成推理性工作，但本身不能完全识别

信息真假，并不能感知和理解人类的逻辑演绎过程，

因而易出现事实和推理错误。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世

界的理解通常需要背景知识、直觉判断以及非确定性

的逻辑。对人而言，现实世界的模糊性、多义性、非结

构性并不会造成语义理解上的困难，也不会影响人的

逻辑推理[38]，但ChatGPT在“理解”这些现象时，常常会

出现致命错误。所以，它的产出必须依赖人工检验方

才有更大的可靠性。在ChatGPT得到广泛应用后，教

育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仍然有极为重要的

价值。

2.伦理、道德和价值思维能力

这方面的能力是对各种事物、行为和观念的社会

和个体影响进行识别、比较和判断的能力。它是人作

为社会性动物有效协调自我和社会的关系，维护社会

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是判断自我意义和价值、进行

理性决策、建立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对ChatGPT而言，

它无法合理地进行伦理和道德判断，因而生成的结果

可能会包含很多偏见和刻板印象，有损于社会共同体

的建立和维系。例如，在现实世界中，伦理道德往往

不是二元对错判断，而是充满“灰色”地带，ChatGPT可

能无法充分公正地评价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同时它也

无法替代人做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选择。在ChatGPT

应用不断扩展的趋势下，未来的教育目标更应重视对

伦理、道德和价值思维能力的培养。

3.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知识爆炸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社会问题复

杂性的解决需要打破思维惯性，不断摆脱常规，创造

性地想出新方案和新思路。它需要人们综合使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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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象、联想、解释、评估、预测等各种能力，并允许

个性化的表达、突破和试误。尽管ChatGPT具有生成

性特征，但其文本预测算法是概率模型，是对文本出

现可能进行模型建构并优化算法之后的结果[39]。这意

味着某一文本出现的概率越小，ChatGPT越不可能生

成这样的结果（并非必然不采用）。然而，创新思维往

往意味着小概率事件和突破性的想象，ChatGPT的算

法会部分排斥小概率出现的可能。这导致实践中会

出现这样的现象：（1）ChatGPT的语料库是“历史性”

的，基于历史数据生成答案的基本机制会使其原创性

受限[40]。（2）ChatGPT 的算法生成机制会尽量避免犯

错，偏向提供一种平庸、完美且缺乏个性特征的结

果[41]，甚至形成一定的套路和模式，这会直接损害创

造性思维所必需的灵感表达和思想碰撞。（3）创造性

思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细节的不断展开，

ChatGPT虽在提供框架性建议方面很有成效，但无法

像人一样进行源源不断的想象展开，导致一旦深入细

节就容易变得“礼貌”且“空洞”[42]。这表明ChatGPT

可以辅助人们生成思维框架，但不能完全代替人去开

展创造性工作。因而，未来的教育目标应把创造性思

维能力作为教育的培养重心，同时让人学会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以辅助生产新观念、发现新需求、制作新

产品。

4.提示语工程（prompt engineering）能力

这是一种与生成性人工智能开展有效沟通，并引

导其产生人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在ChatGPT使用环境

中，提示语（prompt）是设计提示会话模型文本的过

程[43]。其形式极为多样，包含词汇、语段陈述、代码、

数据、实例、图片等多种元素。ChatGPT的反应必须由

提示语引发。与ChatGPT的沟通必须依赖提示语：提

示语越有效，ChatGPT的反馈效果也越能符合人们的

预期。提示语不是简单提问或安排任务，它包括给定

场景或实例、精准描述需求或表达意图、评估ChatGPT

响应质量、引导其不断优化产出直至沟通完成的全过

程。提示语工程能力是一种综合性思维能力，体现了

学习者确立目标、有效表达、分析整合信息、判断价值

意义、生成创意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随着未来人机协

作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层次渗透，要想最大化发挥人

机协作的效果，就必然离不开提示语工程能力的提

升，并将其融入教育设计中。

5.决策思维

决策能力不是单一的思维能力，它是在对大量复

杂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分析、生成多种解决方案、对其

成本收益进行评估后，进行理性抉择的思维过程。决

策直接指向于行动，是一种应对复杂性的思考模式，

也是一种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的必然选择。

人工智能发展给决策思维培养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

方面，ChatGPT的强大计算能力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它能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和更多元的视角、更多的

决策建议，为决策思维培养提供直接助益；另一方面，

它带来的信息超载会加重人们的认知负担以及决策

的选择困境，同时它在进行伦理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

方面也有先天不足。由于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进行

决策并承担后果，未来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在复杂环境

中的决策思维能力。

6.精深专业知识和思维技能

人工智能的天然缺陷导致它必须依靠人工介入，

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功能。ChatGPT的出现并未降低

专业知识和思维技能的价值，相反它大大提升了专业

能力的重要性。例如，ChatGPT可以辅助编程，但如

果人不懂计算机编程的思维模式，那么就无从判断

ChatGPT生成结果的有效性。有研究者指出：“研究

人员领域专业知识投入的程度是决定（人工智能）产

出质量的关键因素。”[44]。专业能力是各项能力的基

础。只有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技能，才能避免

被人工智能误导，评价ChatGPT生成结果的意义，更

有效地和人工智能进行交流，从而使它真正成为教育

的助力。

（二）以人机协作为核心，重构教学观念和教学

过程

在ChatGPT产生之后，人机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

由于其强大的学习机制，人工智能不再是教师和学生

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而能和师生一起协作，为教育做

出更积极的贡献。为此，学校应当鼓励教师和学生以

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接纳ChatGPT以及类似人工智

能工具的应用，并以此重构教学观念和教学过程。

具体来看，首先教师和学生应当转变对教学的基

本认知，对教学的定义、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定位、教

师和学生的责任进行新的思考。传统上，教学常被定

义为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施加影响

的行为。未来人和人工智能会形成更为密切的合作

关系，形成“人机融合智能”。教学虽然是提升学生智

慧的重要手段，但它并不能脱离“人机融合智能”的大

语境。在人工智能获得广泛应用后，对教学的理解需

要融入人工智能因素，并把它视为教学活动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教师—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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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三维场域特征的新型教学观[45]。无论教师还

是学生，乃至教育管理者，都不能把ChatGPT看作一个

只能完成简单任务的工具，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有助

于开展协同教学和知识创新的合作伙伴。ChatGPT不

是被动地接受人的指令，而是主动以一种极高的外显

心智水平生产新想法、贡献新观念。教师和学生应把

ChatGPT视为新型教学共同体的必备成员，不断通过

良好的人机沟通使ChatGPT生产出更多高品质内容，

充分利用ChatGPT生成的智慧结果。另外，教师和学

生都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能带来工作上

的便利，但它不等于减少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责

任，也不是降低双方在人机协作中的重要性，而是要

求师生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参与到与人工智能的协

作中来。教师不能把自己在师生关系中的角色与责

任让渡给人工智能，学生也不能用人工智能的结果来

取代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责任。为此，学校应当提

供系统支持，例如：开设关于ChatGPT的课程或学术活

动，帮助师生进一步接触和了解这一新型技术的应用

及其对教育的深度影响；搭建相关数据或技术平台，

为师生和人工智能开展协作提供更多便利，以期加速

学校组织成员的观念变革，形成重视人工智能的组织

文化。

其次，教师和学生需要超越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的二元对立话语，建构新的“教师—学生—ChatGPT”

三元协作关系，重构教学过程，使ChatGPT在设计课

程、组织教学活动、完成文本写作（如论文）、开展学业

评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框架下的课程既不是

传统上纯粹由教师决定的学科课程，也不是完全由学

生自下而上建构的活动课程，而是三方协作的产物：

教师可以提出大致主题（或课程目标），然后由

ChatGPT输出具体框架和各种精彩创意，而后由教师

或学生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人工审验、调整和优化。也

可以先由教师起草课程方案，然后由ChatGPT对其进

行修改和完善。在教学中，除了传统的师生互动，还

可以加入ChatGPT工具，乃至让它成为“助教”，为教

学互动的开展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更丰富的反馈。

无论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利用ChatGPT

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持。在写作中，可以由师生共同

点评ChatGPT完成的作品，分析其优势和不足，而后

再 由 学 生 进 行 加 工 ；也 可 以 学 生 完 成 作 品 ，由

ChatGPT和教师进行评价。在学业评价中，ChatGPT

可以辅助教师生成评价工具，或者辅助学生进行自我

学业评价。

（三）适时调整并重视教育和学术伦理建设

教育和学术伦理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也必须

根据时势进行调整。在新的技术出现后，原有的伦理

规范也需要适时进行调整。鉴于目前ChatGPT仍属新

生事物，且其对教育的影响仍在逐步显现中，因而无

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抑或师生，对目前围绕

ChatGPT使用产生的许多问题尚无达成完全共识。因

此，各界需要围绕ChatGPT可能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

进行前瞻思考。

在师生伦理方面，传统上学生接受教师指导非常

有必要，因为教师熟悉知识内容、学习流程、学习过程

中可能面对的问题；而在人机协作背景下，由于加入

了心智外显水平较高的ChatGPT等人工智能元素，教

师的权威会被进一步消解，师生间的认知冲突可能会

进一步加剧，师生的交往规范会进一步重构。在新的

技术背景下，好的师生关系不是看学生有多么听从教

师的安排，而是要看在人机协作框架下，师生双方能

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彼此的认知和行为冲突，学生能在

多大程度上主动和教师及人工智能亲密合作，共同完

善和改进“教”和“学”的流程。同时，由于ChatGPT并

不能提供情感支持，教师还需要和学生建立和维持良

好的情感联系，关怀学生的身心健康，建立高层次的

情感交互。

在学习伦理方面，“认真”“勤奋”“努力”需要重新

界定。传统上教师会把学生对学习的投入时间、对一

些基础性工作的反复磨炼和认知投入作为衡量学生

勤奋程度的标志。然而，在新的技术背景下，虽然这

些因素依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投入的质

量。它需要学生有效与ChatGPT等人工智能协作，最

大化自己的学习体验和产出，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低

效、简单、机械的任务上。衡量学习投入质量的核心，

关键是看学生的勤奋和努力是否真正聚焦于有效利

用人工智能的功能，完成有意义的学习任务，提升适

合时代发展的高阶思维能力，找寻学习的价值和意

义，最终实现自我的良好建构。

在学术伦理上，ChatGPT对既有的学术诚信提出

了挑战，因而需要辅之以技术手段，引导学生遵循学术

规范。例如：加强对考试过程的监管，防止学生在考试

中作弊；增加口试的比重，检验学生对作业的认知和理

解[46]；增加过程性考核比重，检验学生的思维过程而非

思维产品；对学生进行学术规范教育，教会学生认识什

么是正确的学术作品，什么是学术不端；引入新的技术

（如学术不端检测软件），以检查学生的作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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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毋庸置疑，ChatGPT尚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教育

要素，例如，ChatGPT不能像教师一样为学生提供情感

支持和人格熏陶——而这些对学生的成长具有不可

估量的价值。但无论如何，ChatGPT不仅在现在而且

更会在未来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在技术进展方面，

OpenAI于 2023年 3月 15日发布GPT-4，在多模态识

别、认知任务完成、生成文本数量等多项关键表现上

显著优于 ChatGPT 的语言训练模型 GPT-3.5[47]。随

后，3月17日，微软宣布将生成性AI整合到Office办公

软件中。3月下旬，OpenAI进一步推动了ChatGPT与

互联网的互通，以及对各种外挂插件的支持。这不仅

使ChatGPT拥有更强大的技术支持，也会促进普通专

业工作场景的自动化进程，并最终加速这一技术对社

会各个领域的渗透进程。除OpenAI外，国外多家 IT

企业也在致力于发展相关AI技术以抗衡其影响和竞

争压力。在国内，部分 IT 巨头如百度公司[48]、阿里

云[49]和一些学术机构如复旦大学[50]，也在迎头赶上，致

力于推进相关技术发展，并将其进一步本地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竞赛的升

级，对其发展的社会风险忧思引来广泛的集体忧虑、

大型企业的集体禁用乃至国家层面的干预。例如，

2023年3月下旬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苹果

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内

的 1000 多名科技界领袖呼吁暂停开发大型人工智

能[51]。在企业层面，美日两国的多家巨头如美国银行、

花旗集团、高盛集团、日本软银、富士通、三菱日联银

行等纷纷限制ChatGPT的商业用途[52]。而意大利则由

于数据隐私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禁用ChatGPT[53]，并极

有可能演化为一场多国加强ChatGPT监管的集体行

动[54]。在国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4月11日发

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期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监管[55]。目前，我们尚处于这次

技术大变革的起点。因此，教育界要有紧迫意识，应

积极开展前瞻性思考，做好规划布局，拥抱新技术革

命带来的挑战，营建面向未来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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