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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教师培训：教育意蕴及实践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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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成为相关领域的技术趋势和研究热点。为探讨 AI 赋能教师培训的教育意蕴及其实践

向度，从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教师培训理念和实践方式变革入手，分析 AI 赋能教师培训促使培训和教学实践有机融

合，培训目标指向教育智慧的生成和教师自身的完满发展，并在多元关联的知识域、主体域、智能系统中解析 AI 赋能教

师培训的心理场与物理场、自主与规约、冲击与张力等问题，以及培训过程中所蕴含的多维实践意义及关系建构。 实践

向度上，提出应精准设置学习路径以实现长善救失，坚持实践导向支持对教学实践探索的螺旋上升，将智能信息技术与

教学实践深度融合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注重人性涵养以丰盈教师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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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1]，历来被当作教
育实践变革的突破口 [2]。 PISA、TALIS 等由经合组织
（OECD）牵头的教育测试项目结果也表明，高质量教
师是优质教育的关键。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和社会
发展对教育及人才培养都提出新的要求， 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引起全球关注。 和
美、英、新加坡等国一样，我国也于 2017 年发布基于
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
教育领域的全流程应用。 这一举措对教师角色、教学
实践和职业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既带来挑战、形
成危机，又提供了智能技术支持、展开新的发展空间
和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环节———教师培训，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给教师
培训带来的理念变化与实践向度，以期为人工智能时
代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借鉴。

二、AI促进教师培训变革

自 20 世纪末《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颁布以
来，我国教师培训发展迅速，特别是 2010 年国家级培
训计划的实施，使教师培训的规模、经费投入、相关制
度和体系建设等飞速发展。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也暴露出诸如对教师培训的需求分析不够细致、准
确，培训内容重复、泛化 [3-4]；培训脱离教学实践；培训
过程中教师主体地位体现不够，参与度不高[5]；培训评
价宽泛[3]；培训效果和教师满意度不高[6]等问题。 以人
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化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日
益深入和广泛的应用，为解决上述教师培训问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可能，促进了教师培训变革。

（一）AI 促进教师培训理念变革
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教育应用，引发教育教学

变革，对教师的传统角色和专业发展提出挑战。 在教
学中，教师和智能技术形成“人—技术”存在结构[7]，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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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提供、管理服务和测试评价等方面为教与学的活
动提供支持[8]。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教师的教育代理、助
手或伙伴，形成“人工智能+教师”的协同教学机制，在
教育实践中可能承担出题和批阅作业（试卷）的助教、
学生学情分析师等角色，替代教师的部分“知识性教
学”角色[9]。 这些教育教学领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促
使教师培训超越知识授受层面，更为强调 “转识成
智” [10]；另一方面强调挖掘和培养教师在“育人”方面
的独特价值，强调促进教师德性修养，实现以德育人。

（二）AI促进教师培训方式变革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日益深入应用，使得教师培

训过程可以和教师日常教学实践工作有机融合，基于
对教师教学数据的精准分析，针对教师的个体情况定
制个性化的培训方案。 在教师培训过程中，进行培训
资源的按需推送，培训伙伴的智能推荐，对教师参与
培训的学习过程实现全视角、全过程数据记录，基于
过程和结果数据的多元分析进行更有教育意义和实
践价值的全过程培训管理和评价。

三、AI赋能教师培训的教育意蕴

（一）理念：训教融合
1. 培训与教学实践割裂是以往培训问题的根源

所在
相对于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时间投入，教师培训

效果往往低于各方预期。 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培
训内容设置不能满足教师需求[11-12]，过于泛化、缺乏相
对于特定受训教师群体的针对性[13]。 其根本原因在于
培训往往是行政主导，外在地“给予”教师，与他们的
教学实践及真实需求相割裂。这种培训有两个理论预
设：其一，教师是具有充分培训意愿和动机的学习者。
培训假定教师具有高水平学习动机，对培训内容感兴
趣，具有欣然接受培训、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忽视了实
践中教师参与培训及其学习动机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其二，教育理论可以直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认为教
师在培训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按图索骥应用于实践
即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忽
视了作为教育主体的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教育实践
活动的伦理价值属性，以及教育情境的具体性、复杂
性[14]。 事实上，教师利用理论指导和优化教育实践，必
须依据理论对具体教学情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进行
比较和分析、判断，继而适应、融通，进行教学创新，这
期间教师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陷入困境。 教师
的培训需求和学习欲望往往产生于此，培训的效果也
必须由此验证。由此可见教育教学实践对于教师和教

师培训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认为，真正满足教师需求
的有效培训必然要实现培训和教师教学实践的有机
融合。

2. AI 赋能教师培训， 使培训和教师教学实践的
有机融合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在教育领域的部署，包括
校园建设、教学、资源、管理等教育的整个系统，各部
分相关数据互通、联动性精准分析以及整体性协调互
促，使教师培训和教师教学实践有机融合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实现了对教师知能结构、教
学行为及其结果的精准分析。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不
仅可以动态记录和分析教师知能结构的变化，而且通
过对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中
教师教学行为数据、学生学习行为及结果数据的统计
和相关分析，能够对教师教学实效、教育过程诸角色
扮演、教学语言、智能媒体的应用等进行精准分析，发
现教师知能结构以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
进行教师画像。 智能培训系统 （Intelligent Training
System，ITS）可以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师培
训的内容和具体培训活动。

上述过程使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师培训形成 “教
学—学习（培训）—教学”相互关联的教师职业行为序
列。智能教学系统在辅助教师教学实现“人—机”协同
教育 [15]的同时，帮助教师洞察教学实践中的现实问
题，激发教师思考和探究的内在动机，促使教师参与
学习和培训。 而教师在培训中通过与专家、教师培训
者以及其他教师的交流， 所形成的教育教学新理念、
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策略等都需要应用于教
学实践环节，才能够验证其有效性，真正融入、重构教
师的知能结构，提高其教学素养。

总之，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提高了教师培训的针
对性和效果，帮助教师提升其教学素养水平，促进了
教学实践质量的提升。教学实践则不断激发和生成着
教师培训的需求和动机， 蕴含着教师培训的应然内
容，事实上成为教师培训过程中进行行动研究和相关
探索的实践场域。教师培训与教学实践在数据上相互
联通，行为上关联互促，有机融合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和自我实现过程。

（二）目标：基于智慧生成的完满发展
AI 赋能教师培训， 使培训超越具体知识的学习

和教学技能的培养，其目标指向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
和作为“人”的本质建构、完满发展。

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辅助作业批改、学生学习过
程分析、教学活动的信息化管理等功能，提高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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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效率。 一方面，使教师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
间”， 使教师职业行为更多地回归自我发展的自觉活
动；另一方面，将教师从琐碎的、重复的、机械性行为
中解放出来， 使教师可以在促进学生发展的框架下，
更加专注于对具体教学情境的分析， 对适恰教学方
法、策略的选择，对教学活动的最优设计，对教学实践
的反省和深入剖析，从而提升教师的教育智慧。

人工智能对教师知能结构的分析和评测，对培训
资源和学习路径的智能推荐提高了教师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使教师可以在更充分的自我认知基础
上，进一步建构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能力，在
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发展自己。

同时，人工智能促进训教融合，促使教师作为教
育者角色和接受培训的学习者角色融合互促，使教师
既作为教学主体与教学活动相互塑造，又作为学习主
体与培训活动相互塑造。 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之间的
教学交往、培训中教师与培训者之间的教学交往以及
教师与其他教师之间的同侪交往，在彼此作为“人”的
发展的共同背景下得以更充分地展开， 使教师作为
“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得以持续建构和增强，实现教师
个性的完满发展。

（三）场域：多元关联网络
场域是库尔特·考夫卡考察人类行为而提出的概

念模式，他以心理场和物理场概念将人的行为及与之
相关的诸多因素纳入同一空间进行整体考量。 如图 1
所示，AI 赋能教师培训，将智能系统、各类主体及纷
繁复杂的知识域联系在一起，形成特定的客观关系和
多元关联网络，频繁互动，相互间产生深刻影响，从而
建构 AI赋能教师培训的特定场域。

图 1 AI赋能教师培训场域

1. 心理场与物理场
对于教师培训来说，心理场由其特定教学实践和

生活经验产生的个体需求，以及在教师培训中与智能
系统、主体域中其他行为主体、知识域中各类知识之
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物理场是教师在培训过程中
纳入到心理场中被知觉的现实。

教师个体发展经历不同， 执教学生群体不同，教
学实践经验和感受各异，导致教师培训和发展需求千
差万别。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培训按照教师个体需求，
通过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层次粒度各异的培训
资源动态构建教师培训知识域；通过提供在相关领域
有深入研究、 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实践问题的领域专
家、培训者，以及智能推荐具有相似发展经历或实践
问题的其他教师伙伴等生成教师培训主体域；通过数
据存储、交换、分析与应用等方面与智能教学系统、智
能学习系统的相互关联形成有机融合的智能系统。参
训教师与主体域中各行为主体在智能系统支持下进
行个性化的学习与交流活动，动态生成、组织、整合、
创新着知识域中的各类知识内容。 一方面，使智能系
统与主体域、知识域产生更为密切的关联，形成有机
的教师培训场域；另一方面，知识域、主体域的建构，
以及智能系统的支持服务都基于教师个性化培训需
求的满足，使教师培训的心理场和物理场更具有多元
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

2. 自主与规约
AI 赋能教师培训场域是相对独立的教师发展空

间，具有其自身特有的逻辑和法则 [16]，保障了教师培
训与教师发展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首先，知识域建
立在以知识图谱为基本组织的知识网络基础之上，以
教学问题为中心统领知识域各部分，契合教师职业的
实践属性，使教师可以基于各自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情境进入培训和学习；其次，教学实践与教师培训
的融通，使教师在培训主题的设计、培训共同体话题
设置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基于其教学实践
中的自我发展需求订制个性化培训方案；最后，心理
场和物理场的通约性，以及系统的智能化支持，使教
师可以在“实践问题”“质疑与困惑”“学习与探究”“践
行与省察”等各教学与培训环节中随意切换与自由组
合，形成与自己发展需求相适恰的个性化路径，突破
以往千人一面的线性教师培训计划的桎梏。

AI 赋能教师培训场域在通过教师的上述自主行
为展现其自主性的同时，也必然要服从某些社会的或
教育的法则，表现为场域的规约性。 这种规约性主要
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家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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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师培训的相关规定、 制度、 标准及具体要求；其
二，教育应然相关理念、育人规律及相关伦理要求对
教师实践探索的方式与内容进行了限定；其三，教师
自我发展的自主性还受到系统智能水平的限制。

3. 冲击与张力
AI 赋能教师培训，以其技术的智能性、训教的融

通性、教师培训学习路径的非线性和个性化等鲜明特
色，对已有教师培训理念、设计模型和实践模式等形
成挑战和冲击。 具体表现为：

其一，对教师培训管理者已有的管理惯习形成冲
击。 以往教师培训多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培训
管理也表现出行政层级性管理惯习。将教师视为完全
服从培训要求和具体安排的“对象”，设定培训内容和
方式并以各种反映其培训参与的“数据”（主要是“量”
的要求）作为评定教师培训态度和成绩的依据。 与 AI
赋能教师培训尊重并基于教师自主性，依据教师实践
教学需求，强调培训成果应用、服务于教学实践，并经
由教学实践检验的基本理念相冲突。 在这种冲击之
下，形成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教师培训自主性及自我
管理诉求与教师培训管理的行政性、强制性之间的张
力。 对此，AI 赋能教师培训应转变培训管理模式，形
成新的培训管理惯习，使培训在尊重和促进人的主体
性发挥的基础之上，实现人与技术、培训与教学实践、
教师发展的和谐互促。

其二，对教师培训学习的已有惯习形成冲击。 在
教师的已有培训学习惯习中，“接受”与“服从”成为突
出特征。培训的主题与内容、培训活动，甚至表明培训
成效的“证据”都被预先设定。往往造成教师主动性缺
失，陷入“行为参与，思维离场”的参训状态。 与 AI 赋
能教师培训所要求的教师基于对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洞察主动参与培训，积极参与培训主题设定和自主确
立学习路径等理念产生冲突。 在这一冲击之下，形成
教师作为“人”的发展的自主性与培训中被规约和引
导的限定性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一方面促进教师
培训模式及方案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进行调整，以
适应教师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促使教师改变
自己对于培训和学习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促使
教师形成与基于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相契合的新惯
习，在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下实现更快速、有效的职业
发展。

（四）核心：多维实践意义与关系建构
技术具有功能和意义的双重面向[17]，正如海德格

尔所持观点， 物不仅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客观存在，而
且通过展开其蕴含的“架构”确立所关涉的人的种种

关系及身份，从而展开自己是“某物”的本质属性。 这
为我们深入分析教师培训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及由于
其所蕴含的“聚集”能力对关涉其中的人，特别是教师
的身份确立和诸种关系的澄清开拓了可行思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解决问题的
算法及数据能力超越以往信息技术而具备某种程度
的“智能”性。 其作为“智能技术”的存在之确立，是通
过关涉人的行为得以展开的。 在教师培训场域中，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对教师训教融合的培训诸环节的显
性或隐性参与，显现并展开其基于算法和数据分析的
精准“判断”、科学“决策”、适恰“推荐”等超越一般信
息技术所特有的性能，从而确立其作为“智能技术”的
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并有效支持
教师的多维实践活动，彰显其对于教师发展的实践意
义，展开并持续建构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实践关系。

1. 基于 AI的教师与培训知识域的互构
教师职业所涉及知识复杂多样，舒尔曼提出 PCK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范 式 ，Mishra 和
Koehler将之发展为 TPACK， 强调优质教学是教师对
于技术、 教学法和学科内容知识的创造性整合和超
越。教师职业的教育性和伦理性本身决定了教师实践
中不是将自己掌握的学科知识机械呈现或直接灌输，
而是在特定“境脉”（Contexts）中的创造性建构。 其过
程始于特定境脉中的具体教学问题，又最终指向具体
教学问题的解决。 所以，AI赋能教师培训以教学问题
为中心组织和统领培训知识域，使知识域的各组成部
分相互关联。

教师与培训知识域的交互过程中，人工智能在对
学生进行精准分析、对知识图谱进行完善重构中显现
并充分展开其智能性， 推进教师与知识域的互构进
程，实现其中的实践意义和关系建构。一方面，基于人
工智能的知识域成为教师精确把握学生已有的知识
基础以及学习的态度、方法与惯习，深化对教学境脉
的理解，预测学生可能的难点，确定利用技术表征知
识的方式和最终教学方案的基础、支撑和依据，使教
师教学实践得以顺利开展，并将和谐的师生关系蕴含
其中，教师作为“师者”之角色得以充分展开和实现；
另一方面，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将教学方案
具体化为导学案、课件、微视频等教学资源，以及具体
的方法策略， 在原有知识网络中增添新的节点和链
接，使之持续生成和完善，彰显教师教学实践的创造
性和建构性意义，实现教师与知识域的互构互促。 同
时， 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教师更敏锐地洞察教学问题，
进行更准确的相关分析，期间教师的困惑与困境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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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教师进行培训的内在需求，也指示教师培训应然的
内容向度和价值向度，成为和谐有效的教师培训实践
的良好根基。

2. 基于 AI的教师与培训共同体的互构
已有研究表明， 学习共同体以多元交互消解学

习孤岛，以人际沟通构建协作学习环境 [18]，有利于学
习者建构知识，交流情感，产生归属感，实现主动、创
造性的学习[19]。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了教师与培训共同
体的互构，愈发凸显共同体对教师培训及专业发展的
意义。

一方面， 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挖掘和相关分析，
关联、推荐领域专家和研究者加入共同体，使教师能
够更多地与专家、学者进行对话，获得更专业、更精准
和更有效的支持、帮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教师
教学行为数据、 以往培训学习数据等进行主体特征
分析，基于算法实现智能化共同体构建，使教师与拥
有不同视角、理论、体验、观点的他者进行充分对话，
实现话题多维度建构和问题有效协商的同时，增强共
同体活力。 教师在参与对话、反思、协商和建构过程
中，确立其“共同学习者”“探究者”角色，展开与领域
专家、学者、其他教师的伙伴关系，促进自己的专业
成长。

3. 教师与 AI的互构
人工智能的超强聚集能力，整合教师自我发展诉

求驱动的自主学习行为、教学实践问题驱动的探究行
为、个体兴趣驱动的协同学习行为，使教师基于知识
域的个体学习、基于共同体的交互学习、面向实践问
题解决的项目式学习融合互促。 这一过程中，人工智
能持续对教师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机器学习、算
法改进，提高技术灵敏度、分析精确性和决策有效性，
提升智能化水平。 同时，确立教师作为“高效学习者”
的角色，使其教学与培训实践得以展开，促进教师素
养发展和专业提升。

四、AI赋能教师培训的实践向度

AI 赋能教师培训的旨趣是为教师提供高品质的
个性化培训，将教师吸引到对教学进行持续探究和创
新的智力“探险”活动之中，使教师产生主动、持续地
学习和发展自己的欲望。 其实践向度，就是要充分发
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使教师培训不仅有效果、有
效率、有品质，而且有温度、有吸引力。

（一）长善救失：精准设置学习路径
AI 赋能教师培训， 首先需改变以往教师培训中

培训内容千人一面、缺乏针对性的情况，利用人工智

能的大数据挖掘和精准分析优势，为教师设置个性化
的学习路径。如图 2所示，包括个体特征获取、精准画
像和精准施训三个主要环节。

图 2 智能师训精准设置学习路径

对教师个体特征的获取是智能师训精准设置学
习路径的前提和基础。教师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教师
个体倾向特征、交互特征、知能结构特征和教学实践
特征。 （1）个体倾向特征主要指教师兴趣、参与培训的
动机与态度、学习风格与偏好等，影响着教师培训的
投入度、体验和满意度 [20-21]；（2）交互特征包括教师与
其他主体进行交互， 以及与培训系统进行交互的意
愿、偏好、频数等，反映着教师的培训学习过程和质
量；（3）知能结构特征包括教师知识的广度、深度及
知识之间的链接以及能力构成、各种能力的水平等，
知能结构的缺陷和不足蕴含着培训契机与需求；（4）
教学实践特征包括教师的教学理念、风格，以及在媒
体应用、资源制作、教学流程与模式等方面的偏好和
惯习等， 是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个性化培训的重要
依据。

人工智能技术依据获取的教师个体特征，将标注
这些特征的标签按逻辑组织起来，对每个教师个体进
行勾画形成“画像”。通过这些标签将参加培训的教师
具体化，精确确定其培训需求。 适宜的培训学习方式
与支持，成为沟通教师原有状态与精准化教师培训以
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中间环节。对教师进行精准画像
使智能师训的目标更为清晰，使个性化学习路径设置
的各环节都更加聚焦、专注于教师的个体需求。

教师画像的结果，使智能师训系统精准地把握教
师的知能结构现状、各方面的学习倾向，以及教育理
念、素养等，明确其所擅长的方面和不足。依据不足和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推送适宜的学习内容网络和
相关资源、 设计适当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活动序列，为
教师设置个性化学习路径。 在此过程中，基于大数据
分析和匹配结果，向教师推荐适合的领域专家及学习
伙伴、个性化的学习工具，以及适恰的学习效果测评
方案。对教师培训过程的资源访问、信息检索、任务完
成、活动参与及互动协商等过程进行动态跟踪和实时
评价，其结果与教师真实的学习路径相关数据一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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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给智能培训系统，用以更新教师个体特征获取的数
据来源和分析结果，并据此动态修正教师画像，调整
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设置。

（二）实践导向：支持实践探索螺旋上升
教师培训和学习的内在动机是为了解决教学实

践中促进学生知识建构、素养提升、德行养成目标与
教育教学现实之间的差距，及其所引发的教师内在的
认知矛盾，具有明确的实践目标指向。 教师培训与专
业成长，其实质是人工智能支持下训教融合中教师的
“信念—怀疑—探究（协同探究）—实践—信念”的教
学实践探索的螺旋上升。

教师以往的教学经验、已接受的相关培训使教师
形成一定的教学信念，以及配套的教学方法、策略系
统。 这是教师进行教学实践和参与教师培训的基础，
也是限定其对教育相关问题理解的基本界域，教师在
此基础上开展教育实践。智能教学系统应对教学过程
进行全方位、全程跟踪和记录，不仅要包含学生学习
数据，还应保留教师的教学行为相关数据和信息。 相
关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帮助教师更敏锐地洞察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使教师对其原有信念及方
法系统产生怀疑，催生参加培训、深入探究的内在需
求。教师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支持下参加个性化精准培
训，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补充学习，在领域专家指导
下和其他教师一起就实践问题和矛盾进行讨论和协
商，形成解决方案，将之应用于教学实践，修正自己的
相关信念和方法系统， 以进行更高水准的教学实践。
对实践的螺旋探索过程，伴随着教师对教育本质更深
刻的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更密切的结合，以及教师
自身素养的持续提升。

（三）深度融合：促进教学能力提升
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部分，决定着教

师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其培养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一
个主要任务[22]，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目标[23]。
教学能力是包含教育表达、传导与转化、反馈等能力
的统合体[24]，意味着教师在特定情境中解决教学实际
问题的水平，具有生成性、具身实践性和情境性等特
征。 AI 赋能教师培训应推进智能信息技术与教学实
践深度融合，全方位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考虑到教师教学能力以一定的理念、 知识为基
础，又在实践问题中转化为具体教学情境下教学问题
的解决能力，而且教学能力具有缄默性，其中所蕴含
的大量隐性知识需要具体教学环境或有意义交互等
“场”环境进行刺激，才能有效激发、显现和转化，如图
3所示。

图 3 深度融合促进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AI 赋能教师培训从智能结构诊断、 教学问题诊
断、 互动交流分析三个方面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
升：凭借知能结构诊断的结果明确教师知能结构中存
在的不足和缺陷，以此为依据推送学习资源和学习路
径，提供工具、方法等支持，实现长善救失，促进教师
知能结构完善，为教师能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学
问题诊断基于智能师训系统、智慧教室、智慧课堂实
验室等支持，发现教师教学理念、知识、技能等方面的
不足，进行针对性培训，帮助教师进行教学矫正和能
力提升；互动交流分析对教师培训共同体互动过程和
结果进行分析， 帮助教师整合和管理动态生成的知
识， 根据教师实际推荐学习伙伴和进行交流技巧培
训，以帮助教师通过群体交互，集成教学智慧。

（四）人性涵养：丰盈个体生命
AI 赋能教师培训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优

势的同时，必须警惕“技术本位”倾向。首先，应确立教
师培训是教师作为“人”的个体生命追求自我发展的
过程的理念。教师培训是教师以自己已有的教学经验
为基础，参与培训、追求职业发展，并由此实现自我的
人生理想，实现完满个性发展的过程。 教师培训虽然
必定会涉及知识、技能相关学习，但知识的增长、技能
的提升不应该作为教师培训的终极目标。

其次，要充分认识技术的局限性，重视教师个体
的主观诉求，打造有温度、充满人文关怀的智能师训。
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算法、计算等功能，对于人的外
显行为具有较强的数据化处理及分析、 智能化判断
“能力”。但教师作为“此在”的存在，是具有情意、不断
展开自己的“生命”过程。 因此，应避免教师培训中的
“唯技术论”，不能把教师抽象为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和
操控的各类抽象“数据”的集合，只见技术不见人，或
只见数据不见人， 扼杀教师作为主体的学习主动性，
消解教师培训的人文温度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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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注重教师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对教师生
命滋润、人性发展的涵养功能。 教师文化是影响教师
专业发展的深层次关键因素， 既蕴含着教师职业的
相关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又隐含着教师职业的伦理
规范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关系。 建设优质教师文化，充
分发挥其能够激发教师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自信
等积极心理的隐性作用，对于教师教育理念、培训态
度和行为的隐蔽的根源性影响， 以及对于教师精神
世界的涵养和积极建构作用， 使教师个体生命得以
丰盈。

五、结 语

AI赋能教师培训，其实质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手段，回归教师培训促进教师作为 “人”的发展本
质。 在此过程中，应“复魅”而不是“附魅”人工智能技
术，使教师培训实现“训教融合”，建构多元关联网络的
培训场域，实现多维关系及其实践意义，促使教师智慧
生成、完满发展和个体生命丰盈。 总之，AI赋能教师培
训是智能化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深度融合， 而非简
单叠加，是回归生命本质意义上教师培训的“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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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digital age is an important them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has been the main theme of the sixth EDUsummIT. The EDUsummIT i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knowledge building involving relevant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policy 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WGs Knowledge Building Community Model" is the unique model of the Summit.
The central them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responsiveness and development. The three core
issues are the restructuring of educational system,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enlightenments are as follows: drawing on the TWGs model and results of the Summi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elping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exploring the path of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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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technical trend and
research hotspot in related fiel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I-enabled teacher
training and its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AI technology to promote changes
i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n moves to the analysis of AI -enabled teacher
training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i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 aim of the training is to
generate educational wisdom and to develop the teachers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This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issue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fields, autonomy and regulation, and impact and tension in the
multi-related knowledge domains, subject domain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embedded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In the aspect of
practice, it is proposed that learning paths should be precisely set to achieve good performanc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d to a practical orientation to support the spiraling of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Moreover, it is vital to deeply integrate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practice to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so as to enrich the individual
lives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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