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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 

教师专业发展特质外延将如何演变 

将来的教师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人机协作创新教学共同体的构建 

教师应掌握人机协作教学方法 

研究方法 

（1）以观察、访谈、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为课题研究提供依据； 

（2）通过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考试成绩、以及班级之间的比较为课题研究提供方向和参考； 

（3）通过教研报告、论文交流、学生竞赛等量化、评估研究成果，确保达到研究目的。 

研究措施 

（1）搞清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含义及其发展趋势； 

（2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教师的转型，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及教学生态的转变； 

（3 人机协作构建创新教学共同体。 

 

ԑɻ  

牛蛙血细胞核酸和脊髓运动神经细胞的显色观察，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途径和影响因素分析，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备研究，检验医学与临床 

医学遗传学教学实践中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与融入，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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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学术思想方面的创新： 

要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就必须将技术、学科知识、教学法三者进行相互协调和高度整合，

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利用技术优化教学，关注教学设计和教师个体内部发展动机，提升教师信息化

教学能力。 

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 

将传统教学行为中的大量教育信息进行过滤、降维处理、分析、评测等一系列处理，采用神经网

络、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使通过预处理之后的数据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教师

的教学。 

应用情况 

（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机器会代替教师完成部分工作，然而机器不可能取

代教师，只能作为辅助的技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知识不能作为独立的元素出现，它必须

与教学结合才能作为教师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教师知识结构的未来发展或许还要回归到将教学法

知识和课程内容知识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技术知识将作为教学法知识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

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的发展是不以某种先进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转移的。未来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的

发展要做的不是拆分而是融合，即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2）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部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主张教师掌握现代

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实施探究式教学。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专业发展结构正是为满足我国教育

现代化及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需求而提出的。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教育数字化进程推动的

力度还不够，从上而下的推进和改变将是最有效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 大平台，

根据教师的需求，形成多元化、菜单式、分层次的培训课程内容体系。学校要安排固定时间对教

师的学习成果进行检测，并给予意见，督促其再进步再发展。教师在教育理念方面需要多关注学

生状态，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积极学习如何融合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设计适合学生与教学内容的学习活动。在人文素养方面，教师一定要牢记提升自己的人格，

注重自己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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