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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高校教学新变革：ChatGPT 类人工智能
应用适配教学一线的实践策略及其风险规避

李思思

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摘  要｜ChatGPT类人工智能应用的诞生将引领高校教学从数字化时代迈向人工智能时代。借助ChatGPT类智能应用

的“脚手架”“备课助手”，以及“信息桥接器”等功能，当前高校教学数字化在浅表层次发展、以教师传

授的知识为中心，以及开放性有限等问题将得到改善。ChatGPT类智能应用将推动“知识型”课堂向“思维

型”课堂转变，高校教学从“工厂模式”向“个性化模式”转变，教学传递从“封闭内循环”向“开源多环

流”转变。为使ChatGPT类智能应用更好地适配教学一线，高校相关部门及教师应注意三个实践策略：一是

引导学生认知提级，加强学生情感教育；二是重整师生教学联系，有效促成教研融合；三是组合创新教学组

织形式，活化固有教学制度。本文还集中探讨了ChatGPT类人工智能应用在教学实践中的风险规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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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一款名为 ChatGPT 的人工智能应用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款应用的迅速“走

红”不仅因其健全的办公拓展、信息处理、文本生成、教育、娱乐等功能，更因其三个区别于传统“客

服聊天机器人”模型的显著特点：超强的计算能力、任务应答可逐次优化，以及交互中高度拟合对话情

境与任务。简而言之，ChatGPT 比以往所有基于机器学习的聊天对话模型都更具“人性”。表面上看，

ChatGPT 的风靡似乎代表人工智能产品正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是开创时代变化的“奇点”；实质上，

诸多类似 ChatGPT 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从企业与商务领域走向生活场景，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

对于这款具有“人性”特点的智能应用，科研出版界与高等教育领域表达了诸多隐忧，特别是其可

能带来的学术（作业）剽窃、抄袭、造假等问题让众多期刊杂志与高校将其“拒之门外”。［1］然而，



激活高校教学新变革：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适配教学一线的实践策略及其风险规避2024 年 6 月
第 6 卷第 3 期 ·53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603072

类似的智能应用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如微软 Bing、谷歌等大型搜索引擎，以及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等

都已嵌入类似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使得高等教育领域与科研出版界的“拒斥”态度在未来可能变得无的

放矢。

面对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势不可挡地进入教育领域，与其仅仅思考如何防止高校学生滥用智能

技术及由此造成的学术不端，不如积极探索、分析该类应用在教学一线实践中带来的新变革，以及由此

应推进的实践适用，促进 ChatGPT 类智能应用融入教学一线，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及学生的学习效能。

当前我国高校教学实践还停留在数字化阶段。一般来说，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运用

数字技术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利用和控制，而后者则在于运用智能产品对客观对象进行思维模拟。［2］

积极审视当前高校教学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智能应

用对高校教学带来的变革。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教育时代来临之际，当前高校教学数

字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阐明了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将为高校教学带来的新变革，再次则剖析

了学生、教师、高校应如何抓住 ChatGPT 类智能应用带来的契机以适配教学实践，提升教与学的双重效能，

最后集中探讨了该类智能应用在教学实践中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其规避措施。

1  当前高校教学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各高校、学院编制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为评估高校教学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

依据。从院校公开的最新版本教育教学质量报告来看，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开始对基于视听多媒体技术的“传

统课堂”进行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改造的实践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运用慕课及在线教学平台实现课堂

翻转，进行混合式教学；［3-5］第二，运用智慧教学环境提供的师生交互讨论系统，实现小组讨论学习；［6］

第三，运用线上教学软件，如雨课堂、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等，开展师生线上互动学习；［7］第四，搭

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VR 仿真等交互实训技术，实现实验教学资源的应用

与共享。［8，9］整体来看，这四种数字化教学实践模式体现了高等教育领域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但教学

数字化实践过程中也伴随并遗留了诸多问题。

1.1  高校教学数字化以教师传授的知识为中心，教学过程以单向传递为主

高校教学既传授高深知识，也创造新知。然而，新知并非仅来源于既有的公理、公式、定律、原理、

法则的传授，更多还来源于教学场景下的师生对话，对教学材料的质疑、反思、重塑，这意味着高校教

学中教与学两者须平衡发展，以适应大学教学的使命。

当前高校教学管理部门把教学数字化的创新试验、试点作为教师变革传统教学的重要业绩，教学管

理部门在督查过程中也往往责成教师进行教学数字化升级。不可否认，“教师的教”确实是教学中的重

要元素，因此“教师的教”也被教学管理部门的重重考核早早包裹起来，成为学校管理举足轻重的一环。

但教与学相辅相成，教学中“学”这一层次，即“学生的学”，包括学生“学”的具体诉求、学生“学”

的多维目标、学生“学”的阶段特征，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精细考量，而是湮没在粗糙的调查指标之下，

如“课堂到课率”“课堂满意度”。［10］

从学生发展的需要出发，在高校教学中学生特别需要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学过程也特别需要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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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体对教学材料进行质疑与反思，因为这是学生感受、感知基础知识并生成高深知识的重要渠道。但

遗憾的是，现有的“以教师传授的知识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从设备配置到课程评价，

从知识开发、管理到知识的呈现，都还没有完全赋予学生作为课堂教学双主体之一所应有的位置。课堂

教学中，教师通过数字化的演示材料展现学习内容，课堂教学的互动则成为教师“妆点”课堂的亮点，

教学过程仍以知识的单向传递为主。

1.2  高校教学数字化在浅表层次发展，教学过程仍以工厂模式为主

高校教学区别于中小学教学的最明显特点在于高校教学内容的学术性及其最终要实现学生知识创造

的目标。高校教学数字化的意义在于促成学术知识的传授与创造。深层次的高校教学数字化具备四个特

征：师生交互对话、面向问题、学生自主，以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如果说智慧教室提供的小组讨论式教学为师生交互对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硬件支持，有效满足了课

堂教学中“面向问题”“发展学生自主”等需求，实现了教学数字化的深层次发展，那么当前大多数高

校教学的数字化水平则仍停留在浅表发展层次。一方面，新一轮课堂教学的数字化模式——如“慕课 +

讲授”的混合教学模式——在众多高校仅用于示范和试验，而智慧教室设施在高校的配比率一般也不超

过 30%，更遑论实际投入教学的比例。［11］另一方面，大多数课堂仍在使用视听多媒体技术和投影设备

支撑日常教学，以 PPT 展示教学材料，以声像视频传递教学信息。这些教学数字化的形式更适合大班授

课和传统教师讲授的模式，而不能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这种表浅层次教学数字化的根源在于其支持的是“工厂模式”的填鸭式教学过程：即把知识转移到

荧幕和幻灯片上，特别适合短时间内向大量学生进行大容量知识填充。这时，学生学习的“识记 + 回忆”

模式让学生必须接受标准化、统一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的兴趣、爱好、情感、自主和个性化都

难以得到发展。只有当教学过程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学生自主、自适应地学习，“用技术学”

取代“向技术学”“从技术学”“以技术为师”，使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要素与非认知要素都得到重视，

教学数字化才能从表浅走向更深层次。

1.3  高校教学数字化开放性有限，教学过程仍呈现闭环模式

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教学仍是实现学生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当代大学已和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这不仅要求学生在掌握学科理论之余对真实的学校外部世界进行接触，还要求他们能把所学理论应用于

解决外部实践问题。为此，高校教学需要有效沟通和融合高深理论与实践运用之间的鸿沟。

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教学的数字化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开放性”意味着教学数字化能

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目标达成路径，例如支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取开放式的资源、工具、

数据；或者是支持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目标，以促进对实践问题的发散思考。

然而，在当前高校教学情境中，课堂问题往往由教师指定，学生不会提问、不知如何提问，对“向

教师提问”不感兴趣的现象屡见不鲜。［1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生对理论学习的深度仍未触

及应用层次，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相脱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教学数字化资源缺乏融合实践的开放流动

性，数字化资源与工具本身还较为僵化，无法高度智能化地模拟搜索指令，也无法与实践范例快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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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衔接。教学数字化的有限开放性意味着教学过程的信息流动性低，信息更新速度慢，信息来源及流动

模式僵化，因此教学过程难以借助数字化资源实现和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相联结，难以支撑理论素养和

实践体验均较为有限的大学生群体去融合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与此对应，教学过程呈现闭环模式，难

以容纳新问题，提供新信息，激发新思维，教学过程的信息流相对比较封闭。

2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引领高校教学新变革

应用于高校教学的 ChatGPT 类人工智能技术，将受益于其较强的数据归纳分析能力、简易的结构对

话交互、不断“循环自学习”的开源数据流等特征，引领高校教学迈向智能化阶段，改善当前高校教学

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激活高校教学新变革。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将变革“知识型”课堂为“思

维型”课堂，成为学生思维提升的“脚手架”；变革教学的“工厂模式”为“个性化模式”，成为帮助

教师组织教学事件的“备课助手”；变革教学传递的“封闭内循环”状态为“开源多环流”状态，成为

帮助连接学科理论与外部实践并促成教学信息开源流动的“信息桥接器”。

2.1  ChatGPT 类智能“脚手架”将变革“知识型”课堂为“思维型”课堂

如果说在“前人工智能”时代，搜索引擎、知识数据库在整合信息的“自动化”程度上显得还较为

“傻瓜”，那么 ChatGPT 类应用则较好弥合了这一不足。通过在对话框中输入提示词（prompt），经过

良好逻辑分类整理的知识信息将迅速弹出；通过在后续问答中不断细化或变换提示词的指引，知识信息

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这就说明传统的知识储藏、分类、整合在 ChatGPT 类智能应用的介入下将变得非常

简便易行。即使对于学术性知识，该类人工智能应用也能迅速应答，且以易于理解的形式传递给求问者。

因此在这类智能应用的普及下，教师与学生作为知识讯息的接收方将变得平等。这预示着以知识传递为

旨要的传统课堂将不再稀缺，新型大学课堂将不再仅限于要求学生对已有的学术知识做好识记和领会，

更要求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度运用与创新。

ChatGPT 类智能应用变革下的大学课堂，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将由两种需求组成，第一种是将知识运用

于实践；第二种是将知识用于推演、再造新知。正是这两种需求，推动了“知识型”课堂向“思维型”课

堂的转变。［13］“思维型”课堂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为核心。那么到底要培养学生的什么思维呢？这就是批

判性思维和原创性思维。［14-16］批判性思维之“批判性”一般是指对已有的信息、观点、素材在其适用范围、

类别、限度上进行质疑；原创性思维之“创新性”则在于对新观点、新应用、新素材在理论或运用领域进

行重新整合、重新拼接。这两种思维的培养不仅依赖于师生在信息与观点上的“碰撞”，还依赖于他们在

信息与观点上的联结。整合教学实践中培养目标的达成路径，就是要在传授新知识的基础上，有“破”有

“立”：破除并填补已有知识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重立并整合生成新的知识及其运用。学生一旦掌握

了这两种思维能力，就能超越 ChatGPT 类智能应用的局限，将其转变为攀登新知的“脚手架”。

2.2  ChatGPT 类智能“备课助手”将变革高校教学的“工厂模式”为“个性

化模式”

以培养学生思维为主的课堂，当然少不了教师对课堂的精心准备。ChatGPT 类智能应用不仅是学生



·534·
激活高校教学新变革：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适配教学一线的实践策略及其风险规避 2024 年 6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60307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求取新知的“脚手架”，也是教师提升教学的“备课助手”。那么教师应如何运用该类智能应用来准备

课堂呢？关键在于“备学生”“备知识”“备教法”，这三者都应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为目标。只有

充分考虑学生个性特点、知识传授组织方式，并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准备的课堂，才能有效将教学的“工

厂模式”转变为“个性化模式”。

“工厂模式”的课堂教学预设在经过班级划分后，学生之间将具有相近的知识水平与思维水平，因

此课堂教学主要以“讲授”这种较为经济的信息传递方式，大批量、短时间内将知识“灌输”给学生群体。

这种课堂以知识的讲演、演示为主要任务，教师只需以基础教材知识为“纲”，重新演绎、再现知识点即可。

然而，当学生已然能借助 ChatGPT 类智能应用轻松实现这一点时，教师则需改变以“工厂流水线加

工”这一固有模式演绎课堂知识的传统，重视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思维水平的新目标，实现新型课堂

的“教学三备”。借助 ChatGPT 类智能备课助手，“备学生”必须考虑到学生之间的思维差异及各人不

同的个性特点。“备知识”则要考虑学生对知识的不同理解水平和掌握程度，在基础知识讲演的基础上，

以不同难度、复杂度的范例、案例演示并拔高原有知识。“备教法”则可以通过“备课助手”生成多种

教法示范材料或具体的教法案例、指引，在课堂实践中与学生展开对话；还可以通过“备课助手”组合

相关案例材料，启发学生对材料进行质疑、讨论；抑或通过“备课助手”向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材料主题，

引导学生彰显思维和个性，以小组讨论、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教学，创建教学共同体。

总之，思维型课堂必然要求教师在课堂准备方面考虑到学生群体的个体差异。通过运用 ChatGPT 类

智能应用充当“备课助手”，教师将在课堂准备上更加精准地对接学生的个性特点，同时也能节约教学

材料的准备时间，使他们集中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并在课堂上展现教学机智，引导学生思维发展。

2.3  ChatGPT 类智能“信息桥接器”将变革教学传递的“封闭内循环”状态

为“开源多环流”状态

在教学的“工厂模式”下，教学信息的传递呈现出“封闭内循环”状态：学生在情感与认知上必须

紧跟教师的经验，亦步亦趋。教师的知识、认知模式、经验是教学信息的重要来源，而学生则通常只能

被动接受教师带来的信息。

然而在教学的“个性化模式”下，学生的个性内含着他们的认知、情感、动机，将在知识探索过程

中得到充分释放。这意味着学生的经验及主观感受将成为教学传递的重要介质。由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

的成长背景，都有自己的个体经验。这些个体经验就是支撑他们认知发展的基石，导向于他们在思维发

展过程中呈现出个体化的关注、兴趣、态度。而 ChatGPT 类人工智能模型能良好地“桥接”学生个体校

外经验与校内经验，将他们对于外部生活的态度、关注、兴趣转化为内部知识，并在课堂环境下通过探

究学习、小组讨论等方式形成公共话语，转变为展现个体认知与思维的素材，传递给教师、学伴，形成

教学传递的“开源多环流”状态。

在将教学传递的“封闭内循环”状态转变为“开源多环流”状态中，正是 ChatGPT 类智能模型将学

生的感性经验进行了初级加工，总结形成了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反思、联想的素材。这种智能应用的“信

息桥接”功能可使学生成功将外部信息“供能”于大学课堂的交流互动，将直接助力于教学信息传递通

道的拓展；为支撑师生、学伴间对话，发展个体个性，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批判、创新等提供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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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此类人工智能应用能较为方便地为学生升华学校以外的社会经验，学生的自主观察、生活体验

将与课堂知识的习得一样宝贵，因为这些观察、体验、经验将成为学生知识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

3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适配高校教学一线的实践策略

面对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在适用于一线教与学以及教学信息传递上促成的变革，高校教育管理

部门须会同教师一起，积极关注一线教学新动向，从学生的学、教师的教，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探索实

践策略，适配人工智能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硬性”变革。

3.1  引导学生认知提级，加强学生情感教育

虽然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应用尚未达到至臻完美的境地，偶尔的出错犯傻很容易让人低估其潜在价

值，但是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其对学生在认知方面的提升潜力将不可忽视。

这就要求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及教师必须时刻关注人工智能“脚手架”对学生认知维度的提升，引导

学生运用智能应用对认知水平不断提升。要实现这一点，重中之重在于将正确的学习方法带给学生，做

好三个“引导”，达到“授之以渔”的目标。首先，随着 ChatGPT 类智能应用的问世，类似能帮助学生

学习的智能产品也将与日俱增。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提升智能媒介素养，选用合适的智能应用关联相关学

习任务。其次，因为相关智能应用能有效助力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这就要引导学生调配好自主学习中的

目标过程导向及动机导向，指导学生按照由浅及深，由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对基础概念知识进行学习。最后，

因为相关智能应用能迅速为学生整合海量知识，知识的逻辑分类与实践应用也将变得更为重要。这就要

引导学生加强对知识的管理、批判、分析、综合，以加强学生解决问题、创造创新的能力。

随着学生认知水平的快速提升，这意味着他们在探索世界、探索未知领域上的自主权也随之增强。

具体来说，人工智能产品赋能的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对理论世界及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掌控能力。但是

知识的增长如果没有信仰与责任的“缰绳”来制衡，就意味着危机的到来。只有加强学生的情感教育，

培养期对社会的责任感并践行社会伦理义务，才能化解可能引发的危机。

情感教育不仅是思维和认知发展的重要维度，也直接影响学生在实践中的价值判断、伦理观念和道

德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学生的情感教育，一方面要求将情感教育以教学问题、教学素材等方

式融入到大学的学科课程之中；另一方面则要求学生通过课后社会实践来增强他们与生活、社会的接触，

在实践中磨砺自身的情绪智力，提升情感表达、分配与控制的能力。通过课堂与课后实践的紧密结合，

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伦理义务意识将与认知发展同步，实现学生认知与情感发展的协调。

3.2  重整师生教学联系，有效促成教研融合

在高校教学中引入 ChatGPT 类人工智能技术，改变的不仅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组织排列

方式。学生在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将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任务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这意味着学生和教师

在角色和权力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在传统课堂上，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师和

学生的角色分布看似构成了平等的“双主体”结构，但学生始终是在教师的严密关切中“学”，这就导

致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师强生弱”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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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介入高校教学中，学生的“学”不仅可以通过教师的启发来助推，当掌握适当的

自主学习手段时，学生也可以在智能应用上自适应、自洽地学习。因此，有必要重塑教师与学生在教学

中的联系。一方面，教师应扮演好智能技术“工程师”的角色。由于 ChatGPT 类应用在人机交互过程中

通过提示词来进行问答，不同的关键词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回答结果，不同的后续问答方式也会引导智能

应用提供不同的答案。因此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当学生在人机问答时“卡壳”“死机”时，教师需及

时诊断，并提供“技术建议”，以促进学生学习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教师应承担课堂的组织与管理角

色，成为把课堂教学事件串联起来的“管理者”。ChatGPT 类智能应用虽能解决具体问题指向的小难题，

但是系统化的课堂教学环境全局仍然需要教师来主导，课堂教学进程也需要教师来推进，ChatGPT 类智

能应用并不能取代教师。因为宏观教学目标的达成、学生知识、认知、思维的评价，以及学习目标完成

进度的控制，都依赖于教师是否有效地履行了课堂“管理者”的职责。

借助 ChatGPT 类智能应用，学生在知识的掌握上将更进一步。然而，知识的掌握并不等同于思维的

掌握，而思维是知识创造的源泉，是科学研究的基石。随着对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视程度增强，在适配人

工智能应用的新型课堂上，教学与科研的距离也将得以拉近。融合知识学习与知识创造，教学与科研将

变得可行、可靠。在“前人工智能”教育时代，教师往往抱怨教学与科研是一对矛盾体，这是因为教学

中涉及的知识与学术前沿中的知识在创新程度上有较大差距，且教学往往分去教师本可用于科研上的时

间。但是随着学生群体在知识储备、思维认知方面的大幅度提升，大学课堂将升级为“教学 + 科研”型

课堂。因此，高校教学管理部门与教师须高屋建瓴，把握前沿意识，提前布局课堂升级后的教学目标范畴，

在教学中重整知识学习、知识运用，以及知识创新三者的比例分配关系，实现既提升学生学习，又提升

教师科研，有效促成教研融合。

3.3  组合创新教学组织形式，活化固有教学制度

引入 ChatGPT 类智能应用的大学课堂将更加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注重学生个体的思维发展。［17］

因此，适用于传统工厂模式下的大班授课制度，则有必要进一步革新。但是，如何改革，如何更新呢？

这就需要组合、创新教学组织形式。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共同体”教学模式将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在学习中“面向问题”“实现学习自主”，

以及“开发个性”的需求，因此能更好适配 ChatGPT 类智能应用介入下的教学。不同于班级授课制根据

学生的自然年龄、学龄，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组建教学组织单位，“共同体”作为创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

能够在教学中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维度教学组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这些维度可以涵盖学生的知

识、资源、兴趣、情感，以及权益等。

以“共同体”为代表的创新型教学组织单位将真正实现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开发学生在“共

同体”教学结构中多样化的学习动机，激发他们求学、求知的热情，实现学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

情感互赖，并培养他们良好的团体沟通技巧与自律习惯；学生共同体成员也将在教师的协助下开拓批判

思维和原创思维。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创新型教学单位，“共同体”还将培养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意识、

互助意识以及在小集体中衍生的道德规范与责任，促进团队协作与美德的发展。

当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得到了更新，与之配套的固有教学制度，如传统授课时长制度、纸笔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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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全员出席制度等都需要配合调整以适应创新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首先，传统授课时长制度方面需要做出变革。传统大学课堂以 40-45 分钟为一节课，完成一门课程

的教授一般需要安排 16-64 节课。智能教学时代下，授课时长制度在适配“共同体”教学制度时也需要

变革。“共同体”往往以学术问题或学术实践应用问题为教学的中心，而以时长来考量“课程教授是否

完成”的观念则往往不够科学、有效，不能明确在“共同体教学”中师生对“问题探索”的交互、讨论、

探索细节，以及最终结果，不能明了“问题面向”的教学任务是否完成。因此，对于“共同体”这一新

型授课模式，可以通过向教学主管部门呈现教学问题的探索流程报告，问题实践应用的成果、成品来衡

量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内在效能，取代以“授课时长”作为教学任务完成的标准。

其次，传统的纸笔考试制度也需要做出灵活变革。一般来说，传统纸笔考试注重考核学生个体对知

识的领悟、理解与再现，而对学生知识创新创造及批判的考察则处于边缘状态。“共同体”教学制度下

的学生学业考核虽然仍应注重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但是在对思维能力的考核上却应加深比重、拔高层

次，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的考察。除此之外，还应配合形成性评价加强对学生的考核力度，

重视考察学生在共同体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协同参与度及贡献力度。而对学生的终结性评价则可以参考学

生的个人汇报总结及其成果展示来进行。

最后，传统班级授课制下的授课全员出席制度也应做出调整。随着线上线下课堂的网络同步、异步

技术成熟，促进学生个性、情感、兴趣发展的思维型课堂须借助学生丰富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实践

能力培养才能彰显实效。因此学生的课堂参与方式也应变得更为多元，“线上授课 + 课堂回放”能赋予

学生较强的个人行动自由，适切于学生课外调研、实践考察过程中参与课堂的便利性。而“在线课堂”

的“元宇宙模式”则能方便线上师生的交流，能为开放、平等、和谐的“共同体”交往方式提供虚拟空间。

这些灵活多变的授课出席制度都应成为新型教学组织形式下的备选项。

4  ChatGPT类人工智能应用在高校教学实践中的风险及其规避

面对人工智能应用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ChatGPT 确实可以改善高校教学数字化中存在的问题，有

效赋能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方面效能的提升，因此给教学实践提供了较大的变革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

教学一线可以忽略该类智能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师生群体中不加限制与条件地推广使用。

总体来看，ChatGPT 类智能应用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可能触发三种风险。第一，智能应用生成的知识

可能存在谬误，造成认知风险；第二，可能诱发教学成效的“马太效应”，扩大教育差距；第三，可能

造成教学脱离实践，弱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引发教育实践风险。为应对这些风险，教育教学主管部门应

创造条件，趋利避害，对风险积极回应、干预，制定相关措施进行规避，确保人工智能产品在教学实践

应用中瑕不掩瑜。

首先，当前 ChatGPT 类人工智能产品虽然已经开始普及并推广到高等教育领域，但产品的成熟程度

还较有限，产品还处在不断升级更新的阶段。这就说明该类智能应用本身在与高校教学结合的过程中还

存在需要适应、磨合的地方。比如由 ChatGPT 所生成的文献总结、回复应答可能引自来源不明或不存在

的文献，甚至其对知识的解答有时还会出现谬误，［18］抑或是相关回答仍然不够精细、智能。［19］面对

这些缺陷，相关教学主管部门可以将该类智能应用列为辅助教学的重要工具，但也应向师生提示其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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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呈现过程中可能存在差错，引导师生仔细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20］同时，教学一线也应会同

智能应用开发企业，积极反馈产品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为智能产品更好适配教学一线提供回馈。

其次，尽管 ChatGPT 类智能应用能够辅助教学，但在不同师生群体中，即便使用相同的教学辅助工具，

其教学效果也会有所差异。对于能正视并积极利用此类智能应用带来的教学变革的一线教师而言，他们

往往能将该类智能产品转化为适用于教学的生产力工具，并借此组织好课堂教法、学法。因此，该类智

能产品在他们的教学中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知识求索的便利度、精深度，更能有效助力教研结合，提升

师生对知识的感悟度、领会度，从而成功将教学成效转化成科研生产力，进而教学效能。同样，对于那

些将 ChatGPT 类智能产品用于提升思维能力和拓宽知识面的学生，他们不仅能够通过这些产品取得优异

的学业成绩，还能借其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社会。但在“连续体的另一端”，对于那些不能有效运用此

类智能应用产品的师生，他们如若仍以传统教与学的方式迎接智能时代的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效果不

佳。在人工智能产品引发新一轮认知革命的时代，不同的教学效果将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并扩大教育差距，

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针对这一风险，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应提前介入，鼓励教

师积极探索智能产品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对于学生，则应增强他们在学习上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激励

感，利用智能产品提升个人思维能力和学习效能，积极应对时代挑战。

最后，人工智能产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其强大的教学应用虽然有助于启迪思维、开发新知，是人

类思维拓展的工具箱，但终究不能取代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实践探索。如若过分沉溺于思维的世界，无异

于埋首故纸堆，将会与社会脱节、与世界脱节。因此，教学一线的师生仍需致力于观察社会、体验社会；

仍需紧密联系自然，紧密联系其他人际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获取新知识，启迪

新思维，实现“从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再回归理论”的实践哲学，实现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用所学

所教匡正人类灵魂，将所学所思致力于造福人类的高校教学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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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 the New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ChatGPT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Its Risk 

Avoidance Measures

Li Sisi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e birth of ChatGPT will lead college teaching from the digital era to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help of ChatGPT and its functions of “scaffolding”, “lesson preparation assistant”, 
“information bridge” and others, the status quo of university teaching digitalization，which stucked at 
a superficial level, centers on the knowledge taught by teachers, and shows very limited openness will 
be improved. ChatGPT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based” classroom to “thinking” 
classroom, college teaching from “factory mode” to “personalized mode”, and teaching transmission from 
“closed internal cycle” to “open source multi-circul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ChatGPT better adapted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ree practical strategies: one is to guide students’ cognitive promotio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emotional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restructure the teaching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third is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and activate the inherent teaching system.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risk avoidance 
measures of ChatGPT in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ChatGPT; College teaching; Teaching pract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eaching digit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