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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发展趋势与培
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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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业道德是一种道德范畴，其与技术更迭引发的教育变革紧密相关。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赋

予了教师职业道德发展新的动力与挑战。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包括：突出“育人”为核心的教师道德义

务、强调“知、情、意”多重意蕴的教师良心、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教育公正。因此，

在完善教师职业道德时，要寻找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切实高效的方式。通过培育发展型教师、保护和尊

重学生以及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等路径，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更好地达到爱岗敬业、维持良好师生关系

和为人师表等重要职业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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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对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的要求［1］。当下，人

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对传统的教育方式形成了冲击，也引发了新的问题。人

工智能已然能替代传统教师的部分角色，可以完成授课、批改、辅导等多种教学任务［2］。然而，目前

人工智能还不太具备教师专业劳动所需的创造力、道德担当和情感温度［3］。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局

限性决定了其仍难以完全替代和胜任教师的专业劳动。

教师职业道德具有指导教师专业行为、引导新成员遵守伦理规范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激发公众信

心等积极作用。随着国家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教育将产生更深入的融合，教育形态迎来

更大变革，促生教师职业道德理论的不断发展。在教育智慧化转型的过程中，明晰教师的职业道德规

范对教育的发展十分重要。目前，关于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探讨还比较少，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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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从教育伦理出发，缺少从具体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视角进行分析。另外，已有相关研究偏重于理

论的探索，缺乏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职业道德发展实践路径的建议。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

时代背景下传统教师职业道德范畴的新内涵，尝试分析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培养教师

职业道德的路径。

2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

随着不同的时代发展背景与不同的教学媒介融入，教师职业道德处于动态的发展变迁之中。道德规

范系统包括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4］。为了阐述教师职业道德内在要素与维度可能发生的变

化，下面将主要从教师道德范畴的角度，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探讨。

教师道德的基本范畴指的是反映教师自身与其他人之间的最为核心的道德关系的概念，包括了教师

的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等［5］。随着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快速融合，智能技术在为教育赋能的同时，

由于适配的职业道德规范标准缺失，可能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包括教师义务、教师良心、教师公正等

的内涵与外延产生困惑，冲击着教育生态和教育秩序，影响教师道德的发展。因此，基于新的时代和技

术背景的教师职业道德发展趋势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教师义务、教师良心和教师公正三个方面

阐述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职业道德未来的发展趋势。

2.1  突出“育人”为核心的教师道德义务

学界普遍认为，教师的道德义务包括了“一般道德义务”和“专业道德义务”：一方面，教师在

“一般道德义务”上通常需要比一般人做得更好，以成为学生的榜样和教育的主体；另一方面，教师还

必须严格遵守“专业道德义务”，在职业伦理规范要求下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6］。

在知识学习能力与一般教学能力方面，人类难以与人工智能相比，但教师教书的最终目的在于立德

树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7］。侧重于知识传授的教师很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因此，就教师道德义

务而言，教师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育人”使命就更加凸显。

2.2  强调“知、情、意”多重意蕴的教师良心

良心指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的自律［8］。随着人工智能逐步进入教学，教学方式逐步向数字教学发

展，教师的角色已由教书向育人转移，衡量好教师的标准已不是其教学知识的数量，而是能否将各

种知识贯通，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但教师的育人活动、敬业程度很难在数量、指标上制定具体的

考核标准，主要靠教师良心的支配。社会对教师角色进行反思和审慎重构，需要教师是一个有教育

良心的人。

因为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心理现象，所以教师在“知、情、意”方面的自我修养非常关键：

“知”是指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等；“情”是指职业道德情感；“意”是指道德意志力［9］。教师做

好教书育人工作，不仅是对学生和家长尽责，也是对社会尽责［10］，这是“知”的重要方面，在人工

智能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也不例外；教师树立职业理想，认识到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热爱自己

的职业，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系，这是“情”的重要内容，更是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关键要素；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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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融入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对自我角色定位不断反思与优化，寻找专业发展不足和

新的生长点，坚守教师的底线，拒绝不良诱惑，审慎地对待外界的纷扰，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意”的

关键所在。

2.3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教育公正

公正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教师对学生公正主要体现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民主

与尊重的态度，而对待教育对象的公正是实现其他公正的前提［11］。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理性分为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与“怎么做”相联系，是为了实现目标而选择不

同手段的意识，而“价值理性”与“做什么”有关，是人在活动中的主动选择与反馈［12］。在教育

向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智能算法在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据和规则等都是人为设

计的，因此很可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而如果缺乏客观公正的算法一旦被大规模使用，偏见与歧

视将更加凸显［13］。例如，当算法一味追求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学校的升学率，教师可能无法公

平、合理地对待和评价学生，无法对学生发展给予平等的尊重，出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的矛盾冲突。

未来教师的职业道德将更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统一与不断融合。教育如同树木

的生长，需要根深蒂固的基础，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除了达到学会知识的目的，还应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针对学生教学的智能算法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创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用多维标准对学生因材施教，

尽量做出最公正、最有益的选择。与此同时，教师不能因偏见而丧失基本的道德原则，应以仁爱之心促

进学生多元发展，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发现并培养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实现“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有机融合，从而彰显教师公正。

3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路径

构建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路径，本质上是要寻找既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

又高效可行的行动策略。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不应忽视其

导致的“AI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4］。面对“教师消亡论”甚嚣尘上，需要反思教师作为专业人员

得以存在的依据。

虽然人工智能在知识方面遥遥领先于当前一般教师的水平，但目前看来，人工智能与人类相比在

以下方面仍具有不小差距：反思创造能力、道德素养、情感等。在未来时代中，要更好地与人工智能交

互、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当在这几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而这些离不开职业道德水平的培

养和提升。在人工智能日趋流行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爱岗敬业、师生关系与为人师表等职业道德原则

也应当有新的具体要求。下面将从培育发展型教师、保护和尊重学生、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这三个方

面，分别依据知、情、意三个维度来阐述教师职业道德培养的路径。

3.1  爱岗敬业：培育发展型教师

教师的爱岗敬业就是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通过专业劳动实现其生命追求［15］。爱岗是指教师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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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工作的热爱，是敬业的前提；而敬业是指教师认真、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是爱岗的表现形式，所

以两者是密切联系的［16］。爱岗敬业体现了教师积极向上的职业追求，保证了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教师需要认可自己的职业，热爱教师的岗位，全身心地奉献教育事业。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教

师劳动的复杂性和创造性提升，如果教师专业上没有成长，便无法完成教师的使命［17］。因此，爱岗敬

业要求教师树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理想，争做发展型的教师。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知”的层面，教师需要在巩固学科本体性知识的基

础上，不断提高学科教学技能素养。首先，学科本体性知识即学科素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其都是教

师专业的基础。在智能时代，由于教师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育人”使命，教师除了加深所教学科基本

知识的学习外，更需要关注学科的架构，关注教学内容各单元、各章节、各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联系，构

建其中的逻辑性，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中主动学习的能力。教师应培养同时具备“智能”“机智”和“智

慧”的人才［18］。其次，教师要不断提升学科教学技能素养。在智能时代中，教师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

与教育的结合，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自身教学能力的发展。例如，合理运用智能技术搭建的学习平台，利

用智能学情分析技术分析学生问题，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让教师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上获得不断地

发展。

在“情”层面，教师应当坚持情感温度，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教育事业。随着大数据、移动网络等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远程教学、在线教学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发展迅速。与课堂教学直接面对学

生相比，教师面对屏幕教学往往缺乏情感。教师应当富有激情，在教学中保持情感温度，注重与学生进

行情感沟通。

在“意”层面，教师应当坚持学习成长，同时坚守教育理想情怀。在信息时代，各种技术与知识不

断发展与产生，教师需要保持终身学习，才能不断适应新的教育形态。同时，教师也不应在技术发展中

迷失了从教的初心，应当理性看待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把技术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3.2  师生关系：保护和尊重学生

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的关系。《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

订）》明确提出“关爱学生”包括爱护尊重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保护学生、不伤害学生等［19］。师

生关系中，教师需要保护与尊重学生，如果师生之间具有良好的关系，师生之间通过不断的正反馈，学

生获得健康成长，教师体会到自己的劳动充满成就感和愉快感［20］。在智能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

变得更为多元，不再单纯依赖教师的传授，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变化，若教师无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与

学生的关系，会导致师生之间关爱缺失、情感淡漠［21］。想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需

要教师把学生当成“成长中的人”，保护和尊重学生仍然是教师的重要职业责任。

在“知”层面，教师应该了解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学生可以

很方便地利用各种资源和技术进行自学，但在学习过程中，人工智能只能作为学习的工具与媒介。学生

对“为何学习”“为谁学习”和“是否想学习”等问题的回答，产生了不同的学习需求，这是教育工作

者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为适应不同学生对于学习的不同需求，教师需要针对

学生的需求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在制定和执行教学计划的过程中体现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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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关怀和尊重［22］，以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在“情”层面，教师需要注重自身对学生的关爱，营造温暖有爱的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的关爱

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作为教师，需要将爱贯彻到育人之中。随着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师的知

识教学任务减轻，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任务变得更为重要。从关爱的角度出发实施教育，教师，尤其是

班主任，需要拉近与学生的距离，给予学生家长般的关爱。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教师进行细腻的情感交流

工作，面对心理上比较脆弱、学习较为被动的学生，还是需要教师的耐心引导［23］。面对学习困难的学

生，教师需要给予更多的心理辅导，通过与家长、其他任课老师等交流，寻找学生学习困难的原因，并

结合专业知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在“意”层面，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学生运用智能技术

学习有利于激发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其核心素养。但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带来一些问

题，如价值取向的混乱、情感的淡漠、意志力的削弱等，因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尤

为重要。集体氛围对个体往往有很深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过程中，需要注重班风的塑造。教

师首先应引导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遵规守则。除了外部建设，学生内心的建设也同

样重要，通过班风约束，促使学生内心形成道德约束力和积极的意志品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对出现

问题的学生要及时关心并进行干预，尽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意志品质。

3.3  为人师表：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

教师正面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模范可以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08年修订）》中的为人师表包含教师语言、教师形象、教师与同事、教师廉洁等内容［19］。为人师

表作为教师获得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24］。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对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为人师表要求教师通过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来给学生树

立榜样。

在人工智能时代，在“知”的层面，教师需要对“为人师表”有新的认知，树立乐于分享合作、

互助学习的形象。随着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师工作将变得更加庞杂且富有创造性，完全靠个人去完成

所有工作将变得不太现实［25］。因此，在智能时代，教师间的团队协作变得更为重要，“为人师表”就

更强调教师在分享合作、沟通协调、领导组织等方面起到的表率作用。教师专业成长不仅需要个人的学

习反思，更需要借助团队的力量。教研组作为教师领导学科教学的合作组织，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需

要转变为一种合作发展型的组织［26］。教师可以借助智能技术构筑资源共享平台，共同促进课堂教学发

展。此外，教师间可以定期开展教师会议，互相分享新兴智能技术对教学的影响，帮助存在困难的教师

革新自身教育观念。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合作开展一些活动，促进教学相长。

在“情”层面，教师应当处理好与学生、家长、同事的人际关系，树立温暖亲和的形象，为提升

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做好示范。教师要真诚善待身边的人，和风细雨地教育学生，包容不同的个性。另

外，在真诚的前提下，教师可以适当学习倾听、沟通、共情等人际关系技巧，通过构建温暖和谐的职场

人际关系来提升工作成效、增强自身的职业幸福感、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

在“意”层面，“为人师表”需要教师形成正确的专业理念，树立守正创新的专业形象。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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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包括学科观与育人观，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教学和育人观念［27］。教师专业理念往往会影响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的行为，错误的专业理念将影响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在人工智能影响下，许多教师过于

看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在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教学时只注重如何使学生取得高分，却忽

略了学科本身的深层次价值和学生的精神状态。人工智能的局限性使得其只能完成知识性的教学任务，

而未来教师的专业理念将更加强调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和创新能力、塑造学生健康阳光的人格、引

领学生精神成长等方面。教师只有自身坚持守正创新，用实际行动作好学生表率，才能让教育更加有

效。

4  结语

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需根据教师的专业特征来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建设问题［28］。人工智能

时代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趋势包括突出“育人”为核心的教师道德义务、强调“知、情、意”多

重意蕴的教师良心、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教育公正。通过培育发展型教师、保护和

尊重学生、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在人工智能时代爱岗敬业、维持良好师生关

系、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目标。本文只是粗浅的思考，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未来，希望通过专家学

者、一线教师和相关部门机构的不断研究与实践，构建出可以帮助教师适应智能时代潮流、符合科学与

人文精神的更为具体、全面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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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 Yucheng Yang Jiong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Teacher ethics is an ethical category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 triggered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widesprea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has brought 
new impetu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thic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cludes: the moral obligation of teachers that emphasizes “educating people” as the 
core, the conscience of teachers that emphasize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knowledge, emotion and 
will”,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justice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refore, to improve teachers’ lev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way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By fostering developmental 
teachers, protecting and respecting students, and shaping a good image of teachers, teachers can better 
follow important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ve and dedication, 
maintaining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a role model.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Development trend; Cultivat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