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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已悄然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生态也

同样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当传统的教学模式遇上人工智能的浪潮，教师们如何乘风破浪，培养适应新

形势的新质人才，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新课题。记者采访了一些教育前沿的耕耘

者，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行动。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万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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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教学观念的转变、
教育生态的变化，都预示着教师的工作模式和
工作内容将经历重要转变。事实上，我市中小学
教师也正在积极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日常教学实践，以促进个人专业能力发展。

戴旭在发现学生把AI当做“习作枪手”
后，已在班级内尝试了几种做法，希望将AI从
孩子们的“作业枪手”转变为“学习帮手”。比如
利用AI词库助力新鲜词汇的掌握，“小学生词
汇量匮乏，现如今学生可根据需要由AI提示
得到新鲜词汇、高级词汇，用以习作，使文章表
达更丰富。”戴旭说。

此外，学生和家长可以利用AI评价助力
习作评改。“习作课是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但
校内课时量并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利用
AI批改习作，几秒钟就有分数，有评语，有优缺
点，尤其上百字的评语几秒钟就生成了，相比于
常规的教师评价，确实高效很多。”戴旭认为，学
生可以利用AI评价提示，寻找自己的亮点与不
足，加以完善，正所谓“好文不厌百回改”。经过
一段时间的尝试，戴旭班内学生的习作能力确
有提高，照抄作文的现象也大大降低。

鄞州区学士小学的班主任蒋德利经常使
用AI助手“班级管理大师”对学生的课堂表
现、作业质量、行为习惯等进行实时评价。AI
助手极大地减轻了他在评价统计上的工作量，
使他能够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提升教学质
量，深化与学生的互动与个性化指导。

鄞州区中海实验小学教师严琳榕在参与学
校的德育工作中深刻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强大，
她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学校活动的开展提供
了较大便利。例如，前期活动调查中，具象化的数
据呈现能帮助教师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曾经，许多中小学生遇到难题就打
开手机摄像头“拍照出答案”，但一到考
试就“露馅”，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成
绩和思考能力，也给教师和家长出了道
大难题。对此，教育部曾要求这些软件下
线整改，许多软件更新了需要实名认证
的“家长模式”，以此来限制学生过度依
赖的搜题功能。

然而，搜题软件被管控住了，AI平台
的“聊天框”却逐渐向学生的作业本“渗
透”。受访的不少学生表示，只要会用搜
索引擎，就能找到简单好用的AI“作业帮
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前学生会在
完成理科作业时使用“拍照搜题”，核对
答案，当AI平台广泛普及后，很多学生
似乎找到了“秒出”文科作业答案的神
器，尤其是写作文等作业。

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语文老师戴旭

就在班里发现了找AI当“枪手”的孩子。
“我们班小轩（化名）上一学期的习作水
平突飞猛进，每每受到我的表扬。可期末
考试的作文却让我大跌眼镜，与平日有
着云泥之别。仔细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小
轩平时的日记和单元习作都是借助AI
完成的。”戴旭说，据他了解，班内不止
小轩一人如此，语文和英语学科的习作
中使用AI最为频繁。

对此，戴旭组织了家委会成员进行
探讨。“用AI，孩子写作文都不用思考了，
照抄一篇？”“AI让孩子写文章变成复制
黏贴，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小学生自
觉性不足，容易养成惰性思维”……不少
家长都表示担忧。

但也有家长支持AI，他们认为合理
使用AI可以帮助孩子拓展学习内容，扩
充知识面，甚至有家长认为“AI提供的习
作思路和建议比自己教的更好”。

采访中，记者发现老师们正面临一
场深刻的认知转变。

曾经，许多老师将人工智能视作一
个遥不可及的高科技领域，认为这是信
息学科的事情，与自己的教学工作关系
不大。但如今，人工智能的触手可及，让
每位教师开始重新认识人工智能技术。

“AI 对老师的教学带来挑战是必
然的。”余姚市东江小学朱珠老师从教

近20年，她从知识层面、教学
形式、教学能力三个方面表示
了担忧。从知识内容层面来说，
很多学生涉猎的内容，老师未
必了解，或者了解得不深刻，似
乎挑战了老师的权威性；从教
学形式上来看，因为学生获取
知识的形式更为多样性和趣味
性，如果老师只是简单地讲述
知识点，学生则会觉得无趣，这
无疑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从教学
能力方面来看，

教师如果仅仅只是知识的传递，那么很
多学习平台都具备了这个功能。

宁波市名班主任、邱隘实验小学高
级教师俞成效认为：“我们要摒弃过去的
陈旧观念，积极拥抱新时代的科技力量。
只有老师的观念转变了，才能将目光聚
焦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数字素养等
高阶能力。”

慈溪市掌起初级中学王柳叶也深有
同感。她认为，AI时代倒逼着教师不断
自我成长，不断自我革新，不断教学相
长。“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一杯水，
自己要有一桶水’的时代已经过去，在
海量的信息面前，教师必须要具备‘一
潭水’，而且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的活水。”王柳叶认为，在课堂教学中，
老师要因势利导，把自己的“一潭水”输
送给学生，唤醒学生对“水”的热情，激
发学生对“水”的渴求和欲望。教师除了
传授专业知识之外，更多的是要传授思
考问题的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拓宽他们的人文视野。

转变认知：
“给学生一杯水”的时代已过去

积极应对：
探索AI时代的教学之“变”

做AI时代的优秀教师
对学生有永远的热爱

发现变化：
人工智能“代笔”的作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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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再好，不能代表老师作为独立的个体
思考。严琳榕表示，AI在言语表达上偏向理
性，缺少教师身上柔性的关怀，“一到期末阶
段，班主任有一项常规工作就是撰写学生评
语。学生评语的生成离不开教师日常与学生
相处的时间和发生的点滴故事，教师在文字
间能自然流露出对孩子的关爱。AI虽然几秒
钟就能生成一条评语，并且五花八门，但其中
并没有任何情感价值的体现。”

“当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获取知
识时，教师必须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特色，
才可能在教学中获得一席之地。”宁波市第十
五中学党委书记吴巧玲认为，人工智能时代，
知识迭代、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随着在线课程
的不断推出与丰富，学生的求知途径变得愈
加多元，知识取向的教学可能会被技术代替。

吴巧玲表示，要想做人工智能时代的优
秀教师，说到底就是要求教师对新知识、新技
术、新理念保持永远的好奇，对学习有永远的
激情和动力，对学生、对教师职业、对教育事
业有永远的热爱。

保持个性，让教师不可取代

蒋德利老师利用蒋德利老师利用AIAI助手进行学生实时评价助手进行学生实时评价。。 严琳榕老师给学生写期末评语严琳榕老师给学生写期末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