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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机遇，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成为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该研究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系统探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

数字素养的理论机制与实施策略。理论研究部分从紧迫性、内涵与构成要素三方面展开，实践

研究部分聚焦智能化教育环境建设、数字化培训课程开发、多元化研修活动设计、生成式教学

实践探索等方面，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通过这种手段提升教师的数字化意识、技术应用能力与

创新实践水平，为教师队伍建设与教育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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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 key path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will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eachers ' digital literac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art i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 urgency, connotation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 practical research part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ining courses, the design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generative teaching practic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is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eachers ' digital awareness, techn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level,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 tea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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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教学行业中的应用，目

前我国的教育领域正经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变革，这也对

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具体要求，教师要落实加强学习，提

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在此背景下，研究将结合理论导向与实

践需求，系统分析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数字素养的理论逻辑与

实践场景，旨在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2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数字素养的理论研究

2.1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紧迫性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教育生态产生

了深远影响，教师在这一教学背景下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适应智能化教学环境，以此来掌握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使素养升级，目前各种生成式人工智

能，如 ChatGPT、星火大模型正被广泛应用，要求教师从传

统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与创新引导者。同时，政策

驱动强化实践需求，对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从数字化意识到专

业发展五个维度提出明确要求，需要通过智能技术实现精准

对标与动态评估。教育公平呼唤能力均衡，各个地区的发展

不同导致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差异性，有可能导致教师数字素

养发展不均衡，但人工智能可通过资源共享与远程协作来实

现弥合存在的数字鸿沟。像虚拟教研平台支持跨区域教师开

展协同研修，采用智能测评工具，可以给教学资源缺乏的地

区提供个性化培训资源，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是推动教

师角色转型与教育公平的战略支撑[1]。

2.2 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

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在智能时代的延伸与拓展，

主要包括技术应用、伦理责任与创新实践。其中技术应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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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熟练使用智能教学系统，

像当前比较流行的 AI 课堂分析工具、数据挖掘平台与生成

式资源开发工具，通过合理使用上述工具让整个教学过程更

加现代化，落实智能化管理。而伦理责任是教师数字素养的

基本保障，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时，需要坚持遵

循数据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避免算法偏见对学生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教师在使用大模型生成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对最

终生成的内容严格审核，了解其科学性与价值观导向。教师

的创新实践是主要核心，数字素养强调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使

用技术来重构教学模式的基本能力，如教师能够根据具体教

学内容，基于大模型的跨学科教学设计或虚实融合的沉浸式

学习场景创设来进行教学。

2.3 教师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

教师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可以归纳为“意识—能力—责

任—发展”这一四维模型，其中教师的数字意识包括技术敏

感性、创新意愿与终身学习理念，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工作

中要主动关注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前沿，像元宇宙教学场景

或自适应学习系统。教师的技术能力涵盖数据采集与分析、

智能工具操作与人机协同教学能力，像教师在课堂中利用学

习分析平台诊断学生的学情，并借助虚拟助手优化备课工作，

提升备课的灵活性、专业性。教师的伦理责任涉及数据安全、

算法公平与学生隐私保护，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在

技术应用中嵌入道德判断，换一句话说就是教师不能全面依

靠人工智能技术，要避免过度依赖 AI 评价，其可能会导致

学生标签化。而教师的持续发展则强调通过智能研修平台参

与社群学习、实践反思与能力认证，像通过应用微能力认证

系统来对任务证据采集，以该手段来帮助教师精准定位发展

短板，促进教师的进步、发展。“意识—能力—责任—发展”

这一四维模型体现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素养所具备的复合

性与动态性，为实践路径设计提供良好的理论框架[2]。

3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数字素养的实践研究

3.1 基于平台创设智能化教育环境

智能化教育环境是促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基础，让教

师有更多的机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给教师提供沉浸式教育

环境，其中智能师训教室通过物联网传感器、AI摄像头、语

音识别等技术，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落实开展全流程记录与分

析。目前，很多学校都已经引进了“智慧课堂观察系统”，

该系统将会实时捕捉教师授课时的语言节奏、肢体动作、师

生互动频率等数据，并生成多维度的能力诊断报告，教师可

以通过查看最终的诊断报告来了解自己在教学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并根据系统推送的微课与 AR 虚拟实验工具操作指

南来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在实际教学中的不足，所以，

智能师训教室不仅能帮助教师定位能力短板，还能通过动态

资源匹配实现精准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

学校还要积极应用虚拟教研平台，以此来突破地域限制，

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的“数字共同体”。如浙江省“之江汇”

教育平台中添加了“名师网络工作室”功能，其中主要汇聚

了全省超过万名的骨干教师，以此来形成跨学科、跨学段的

协作网络，该平台还采用智能标签技术，实现自动将教师上

传的教案、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源分类归档，并落实通过语

义分析推荐关联度高的研修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有数学教

师将自己的“分数概念教学”案例上传到该平台后，系统将

会自动匹配到其他教师同主题精品课例中，并邀请其他教师

参与在线研讨，通过这种协作机制，将会让处于偏远地区的

教师也能够便捷获取优质资源[3]。

元宇宙技术的引入为教师提供了高仿真的实践场景，教

师可以通过该技术来模仿各种教学情境，方便在实际教学中

遇到同类问题时，高效处理，提升教学的专业性。像某学校

开发的“元宇宙师训舱”进行模拟了课堂突发状况，如学生

冲突、设备故障、跨文化教学等复杂教学情境，教师通过虚

拟化身进入场景后，需在 AI 导师的引导下完成事件处理与

教学决策。例如，在“国际班多元文化管理”模拟任务中，

教师应同时应对不同国籍学生的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系统

根据其沟通策略、资源调配效率等维度生成能力评估报告，

经过这种实践方式，将会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教师自身

的应急处理能力与跨文化敏感度，落实促进教师数字素养的

发展。

3.2 基于资源开展数字化培训课程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求学校和相关

教育部门要积极开展数字化培训课程，并坚持遵循“需求分

层、内容多元、形式交互”的设计原则，落实通过智能技术

实现资源供给的精准化与个性化。在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薄弱的教师来说，应当落实提升教师的工具操作与数字安全

意识。为了提升教师培训效率，乐意通过游戏化任务，如“用

语音助手生成教学目标”“用数据仪表盘分析班级成绩”等

来积极引导教师掌握基础技能[4]。对于已具备一定技术的教

师来说，应当将培训的重点放在 AI 赋能的课程设计与实施

能力上。学校可以推出“生成式教学设计工作坊”，要求教

师使用 ChatGPT完成跨学科单元规划，并结合学生的具体学

习情况数据调整方案。而对于具有良好数字素养的教师来说，

应积极引入元宇宙教育、教育机器人等新兴主题，鼓励教师

积极参与教学开发工作，确保教师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提升自

身的数字素养。

3.3 基于教师主体开展多元研修活动

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一定要实现尊重主体性，实现通过

智能技术支持的多元化研修活动来激发教师的参与动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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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潜能，可以鼓励教师进行自主研修，给教师制定个性化

学习路径，像智能平台通过教师数字画像，如教学风格、能

力短板、兴趣标签，推送适配的学习资源[5]。例如，某学校

采用“教师研修智慧云”强化学习算法，通过这种手段来动

态调整资源推荐，其中一位初中语文教师在完成“古诗文数

字化教学”微认证后，系统自动关联推荐“AI诗词创作工具”

与“跨媒介叙事教学法”课程，形成连贯的能力发展链。同

时，虚拟教研室将会实现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教学智慧的跨

界流动。例如，在“智慧城市”主题项目中，数学教师负责

数据分析建模，美术教师主导可视化呈现，通过这种手段来

生成更多跨学科教学方案，提升教学的专业性，落实提升教

师的跨学科教学意识。基于 AI 的课堂分析系统可自动识别

教学行为模式。例如，如果教师使用“AI 课堂观察仪”发现

课堂中高阶思维提问占比较低，那么系统将会随即推荐“批

判性思维培养策略”资源包，通过调整提问方式与设计探究

任务，高阶提问占比显著提升。

3.4 基于大模型落实生成式教学实践

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下，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

教学流程，推动教师逐渐从“技术使用者”向“智慧共创者”

转型。其中大模型可协助教师快速生成教学设计初稿，并通

过多轮对话进一步优化实际方案。例如，教师在给学生准备

设计“辛亥革命”单元教学时，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使用

AI助手自动生成包含史料分析、角色扮演、虚拟纪念馆参观

等环节的设计框架，然后教师在此基础上调整活动顺序、补

充地方史资料，最终形成具有利用优势的教学方案，减少自

身的备课时间与备课压力。AI助教还将会支持个性化互动，

像教师可以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引入“口语陪练机器人”，

通过这种手段来根据学生发音准确度实时调整对话难度，而

教师可以通过后台数据面板查看每位学生的练习轨迹，针对

性设计纠音训练。另外，大模型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尤

为突出，像心理教师可以积极使用 AI 情感分析工具，对学

生的周记文本进行情绪识别，了解学生是否存在潜在抑郁倾

向，及时启动分级干预机制，确保学生以更好的状态学习[6]。

4 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数字素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

保障，教师自身数字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人工智能的应用

深度，为了实现更好地在新教学环境中促进教师发展，就要

积极通过智能化环境搭建、分层课程供给、多元研修激活、

生成式教学重构等实践途径来实现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提

升，为培养创新型人才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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