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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挑战包括院如何打破传统的教育教学
组织方式袁形成时时尧处处尧人人可学
的学习新形态曰 如何丰富教育内容袁
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曰如何实现教育
评价的数字化转型曰等等遥长期以来袁
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较为持续的

问题是野重建设尧轻应用冶野两张皮冶等
问题袁教育数字化也应对这些问题及
早予以关注遥

一、“重建设、轻应用”问题

该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院一
是一些地方和学校建设时并非应用驱

动袁没有考虑如何用袁进而导致没有人
用遥随着统筹规划水平的提高和野应用
驱动冶野应用为王冶理念的逐步普及袁这
一方面问题目前已得到较好解决遥 二
是应用本身需要投入人力尧 物力等开
展探索袁使之适应教育新生态袁而在建
设之初袁 企业往往没有考虑这部分投
入袁 导致很多用户不会使用或者认为

没有实际应用价值袁 不愿意用或者停
留在被动的尧浅表的尧辅助性的使用遥

二、“两张皮”问题

该问题在教育数字化建设中显得

更为复杂和严峻遥 野两张皮冶问题具体
指教育技术基础设施 渊即数字化基础
设施或新基建冤 与实际教学应用之间
的脱节袁 尤其是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之间的脱节遥 2016年教育部叶教育信
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中指出袁信息化与
教育教学野两张皮冶现象仍然存在遥 近
十年过去了袁野两张皮冶 问题仍不同程
度的普遍存在袁 充分说明解决该问题
的艰难与不易遥
一方面是建设模式问题遥 一些地

方与学校教育数字化建设可能过于注

重硬件设施和技术平台的建设袁 而忽
视了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遥 同
时袁 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既容易建设也
容易被市场接受的尧 服务于传统教学
模式的数字化产品袁 也导致数字化建

设不但不能引领教育

改革袁 反而会固化传
统教学模式袁 不利于
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

方式的改革与创新遥
另一方面是改革

思路问题遥 不少地方
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本身仍然停留在工业

化时代的思维模式袁
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

带来的机遇遥 这种现
象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以及教育效果的不理

想遥 例如袁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渊2022
年版冤曳出台后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
野教要学要评冶一体化成为落实新课标
与课堂教学变革的重点袁 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可以为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

野教要学要评冶 一体化提供良好的支
撑袁 但在应用深度以及变革力度上还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遥
当前袁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国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初心使命袁 深刻
认清野两张皮冶问题遥 野两张皮冶问题既
是阻碍我国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的硬

伤袁也是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进入野深水
区冶的障碍袁更是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上必须解决的问题遥

教育数字化应当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教师当前如何与

AIGC互动袁 美国民主与技术中
心在 2023年底对美国中学教师
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遥 近
期袁该调查结果被公布遥

总体来看袁 超过 80%的教
师使用 AIGC曰超过一半的受访
教师表示袁 这项技术让他们更
加怀疑学生提交的作业是否由

自己独立完成遥另外袁因学生滥

用 AIGC 完成作业而受到困扰
的教师比例从 48%增加到
64%遥

报告还显示袁80%的教师接
受了有关人工智能政策的培训曰
72%的教师被要求帮助制定人
工智能政策曰只有 28%的教师知
道如果怀疑学生滥用了 AIGC
时该如何应对遥

（美国民主与技术中心）

美国中学教师应对AIGC准备不足
近年来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电子设备的普及袁新加坡更加重
视培养学生的数字阅读能力袁并通
过多项举措来提升学生的数字阅

读素养遥
第一袁制定总体规划袁加强学

生数字素养遥新加坡教育部推出野以
技术变革教育冶 的 2030年总体规
划袁 旨在利用技术在教与学中的变
革潜力袁促进学生数字素养的发展袁

更好地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遥
第二袁为学生配备电子学习设

备遥每个中学生将配有一台平板电
脑袁用来登录学生学习平台进行课
堂活动与自主学习遥所有电子学习
设备都预先装有管理应用程序袁校
方和家长可通过应用袁限制学生可
以访问的网站尧应用程序以及使用
时间遥
第三袁为学生提供学生学习平

台遥学生学习平台面向学生提供小
学至大学预科的优质课程资源曰同
时袁平台还提供一系列有意义的学
习体验工具袁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学
习需求遥
第四袁加强学生辨别网络信息

的技能遥学生需要在学校学习如何
识别网络信息袁培养辨别事实和观
点的能力袁加强媒介素养遥

（新加坡教育部）

新加坡多举措提升学生数字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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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研发早已进入数字时

代袁 但教育教学大多还停留在工业化
时代遥要破除以上问题袁不能仅从赋能
教育的技术研发尧 服务教学的平台建
设尧灵活多样的供给模式尧数据驱动的
供给选择等野供给侧冶下功夫袁也要从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尧 数智赋能
的教学改革尧 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模
式尧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评价等野需求
侧冶下决心袁主动利用数字化进行自我
变革遥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打造未来学

习新样态

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泛在

化尧个性化遥 未来学习需要从统一的教
学模式走向支持每一个学生充分发展

的教学模式遥个性化学习强调满足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袁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
心袁帮助学生自主安排学习进度袁自主
选择学习路径与学习方法袁实现智适应
学习袁以促进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遥
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情

况下袁 学生的自主学习潜力将得以更
大发挥袁 自主学习也是拔尖创新人才
的显著特征之一遥教育数字化的赋能袁
使得每个学生都可以拥有一对一的人

工智能学伴遥 人工智能动态构建学习
者画像袁 根据每个学生的 野最近发展

区冶个性化推送资源袁因材施教袁使其
学会自主学习遥同时袁随着生成式人工
智能大模型的引入袁 智能系统对学生
提问的启发式引导将逐步实现袁 从而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尧想象力袁激
励其主动提问尧主动探索遥
当前教育中袁 一些教育者试图将

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个体打造成相同

的尧同质的野产品冶袁这是教育中存在的
一个误区遥 尽管中国教育家孔子早已
提出因材施教袁 但是因为种种客观原
因袁目前的实施效果仍不尽如人意遥数
字时代尧 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改变
的机遇袁 为我们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提
供了技术支持遥

二、教师主动抓住转型机遇，争当

智能时代新教师

新时代教师应当着力发展面向未

来的几大素养院 一是自主学习与专业
创造素养遥 新时代教师作为专业成长
的终身学习者袁 也应成为学生自主学
习的导师遥二是人工智能应用素养遥新
时代教师应具备数字化的知识和技

能袁在教学全流程尧全环节驾驭人工智
能技术袁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学习体验遥 三是跨学科教学
素养遥 新时代教师应具备跨学科知识
和能力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遥四是情感

沟通素养遥 新时代教师应具备共情能
力和情感沟通能力袁 提供有温度的教
育遥 五是学会无边界调动各类资源育
人遥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院野生活即教
育袁社会即学校遥 冶教育数字化也为新
时代教师调动各类资源育人提供了有

效途径遥
三、积极探索智能时代生成式课

堂变革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袁 从孔子的
与弟子对话尧 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
式教学袁 生成式课堂已经成为一种教
育理想遥在生成式课堂上袁教师和学生
在互动中共同创造知识尧 共享知识和
拓展知识遥 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单向预
设者和传递者袁 而是学习过程的引导
者和促进者曰 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
受者袁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遥
今天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给课堂插

上了智能化动态生成的翅膀袁 教师在
教学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教

学袁 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辅助学习遥 在教学活动中袁
师要生要人工智能三者互动袁 相互启
迪袁动态生成教学的流程和内容袁学生
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袁
获得对世界的认知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进入学校课

堂后袁 将改变长久以来学校课堂上满
堂灌的痼疾弊端袁 回归以学生为中心
的对话式教学方式遥 智能时代生成式
课堂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尧问题解决能力尧团队合作精神和创
新创造思维等综合素质遥

四、以数字化赋能评价改革，抓住

深度教改契机

教育数字化是推动教育评价改革

的重要途径遥 教育数字化要求教育工
作者不断反思和完善现有的教育评价

制度和方法袁 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
型教育评价模式遥 只有这
样袁才能培养出更多具备创
新精神和创新创造实践能

力的人才遥
数字化评价从人才选

拔走向促进学生个性化成

长袁其目的是促进学生更好
地成长尧做最好的自己遥 评
价理念的变化要求评价技

术和评价方法发生相应的

变化袁要以数字化技术为支
撑发展核心素养导向的教

育测评袁 注重综合素质评
价袁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学习进步袁实现教育评价的
数字化转型遥

给教育数字化建设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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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Centered AI:
Guidance for K-12 Public Schools（玉）
译题：K-12公立学校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指导（一）
Product by Washington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美国华盛顿公共教育监督办公室）

Executive Summ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e鄄

merging rapidly across industries要
including K–12 education. To sup鄄
port educators and education leaders
in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uses of AI
in classrooms across Washington, the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OSPI) presents this ini鄄
tial guidance, which emphasizes a
human -centered approach to using
this ever-evolving tool.
AI in Education: A Human -

Centered Approach
A human -centered AI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one that prioritizes
the needs,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educators, and adminis鄄
trators. An educational leader can
support a human -cente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by considering the fol鄄
lowing:

誗Developing students爷AI literacy
by helping them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鄄
tions of AI in various domains, and
empowering them to use AI as a tool
for learning and problem-solving.

誗Ensuring ethical, equitable, and
safe use of AI by protecting the pri鄄
vacy and security of data, addressing
potential biases and harms, and pro鄄
moting digital citizenship and re鄄
sponsibility.

誗Providing professional develop鄄
ment and support for educators by
helping them integrate AI into their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assess鄄
ment, and by facilitating their col鄄
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with AI.

誗Applying human-centered de鄄
sign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I solutions,
such as involving stakeholders in the
design process, testing and iterating
the solutions, and evaluating the im鄄
pact and outcomes.

誗Aligning AI solutions with the

best practices and principles of
learning, such as supporting learner
agency,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en鄄
hancing feedback, and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Using AI in Education
Personalize learning and feedback

in real time; Lesson plan and assess鄄
ment design with customized plan鄄
ning for differentiation; Translation
between languages;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human input, data
output, and elevated human analysis;
Aid in creativity, simulation, and skill
development; Streamline oper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Potential Risks That Need to

Be Mitigated When Using AI in
Education

Increasing and/or creating in鄄
equi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s; U鄄
nauthorized access to protected user
information and unauthorized data

collection; Perpetuating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ic biases; Plagiarism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Over-relying on
technology and undermining the im鄄
portance of human intelligence in e鄄
ducation.
Principles and Value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鄄

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AI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out鄄
lines guiding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ystems that
use AI, referenced in Washington
Technology Solutions爷 (WaTech爷s)
own guidelines. Similarly, the
TeachAI Toolkit outlines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AI in education. With
these resources as foundations, OSPI
supports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nd
values for the use of AI in education
in Washington:

New Level of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a new level of
hope and opportunity to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in Washington. The on鄄
set of technological tools using AI
provides a new way for educators to
think about how we, as humans, learn,
creat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All stu鄄
dents should have access to AI tools
which are inclusively designed with
all students in mind.

Safe and Secure: Students should
not be put at further risk by using
AI nor should their personally iden鄄
tifying information be unlawfully
shared.

Consistent and Compliant: AI
tools should be consistent in their
expected capabiliti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The
companies partnering with schools to
provide AI tools should be account鄄
able for their products, just as
schools and LEAs should be ac鄄
countable for student use of AI.

执行摘要

人工智能正在各行各业迅速

崛起袁包括 K-12教育行业遥 为了
支持和帮助美国华盛顿各学校教

育工作者和教育领导者在课堂中

公平和包容地使用人工智能袁公共
教育监督办公室 渊以下简称野OS鄄
PI冶冤提出了这一初步指南袁强调运
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使用这一不

断发展的工具遥
在教育中运用以人为本的方

法使用人工智能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学习环

境须优先考虑学生尧 教育工作者和
管理人员的需求尧能力尧体验遥 教育
领导者可以通过考虑以下因素来支

持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学习环境遥
誗通过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

在各个领域的概念尧应用程序和含
义袁并授权他们使用人工智能作为
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袁来发展学
生的人工智能素养遥

誗通过保护数据的隐私和安全袁
解决潜在的偏见和危害袁提升数字
公民的责任袁 确保学生能够有道
德尧公平和安全地使用人工智能遥

誗通过帮助教育者将人工智能
整合到他们的教学方法尧课程设计
和教学评估中袁并促进他们与人工
智能进行合作和创新袁为他们提供
专业发展和支持遥

誗将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应用
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实

施中袁 例如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设
计尧测试和迭代解决方案袁以及评
估相关的影响和结果遥

誗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与最佳
学习实践和学习方法相结合袁如支
持学习者机构尧促进协作尧增强反
馈和促进批判性思维遥

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潜

在机会

人工智能能够实时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和反馈曰能够帮助教师制
定课程计划尧教学评估以及差异化
的教学计划曰 能够翻译各种语言曰
能够通过人工输入内容尧数据输出
和辅助人工分析来发展教师和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曰能够帮助学生发
展创造力尧模拟和发展技能曰能够
简化学校运营和行政职能遥

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需要

降低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可能会增加或创造

不公平的学习环境曰未经授权访问
受保护的用户信息或进行数据收

集曰持续存在的制度性和系统性的
偏见曰剽窃和学术欺诈曰过度依赖
技术袁削弱了人类智能在教育中的
重要性遥

原则和价值观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渊NIST冤 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
概述了关于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

可信度指导原则袁参考了野华盛顿
技术解决方案冶的指导方针遥另外袁
TeachAI 工具包中也概述了在教
育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则遥以这些
资源作为基础袁OSPI 认为在公共
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需要按照以

下原则和价值观执行遥
新的教育水平院人工智能为美

国华盛顿的教育带来了新的希望

和机会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工具的
出现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新

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如何学习尧创造
和处理信息遥
公平和包容性院人工智能工具

是为所有学生设计的袁每个学生都
应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遥
安全性院学生不应该因使用人

工智能而面临进一步的风险袁他们
的个人信息也不应该被非法分享遥
一致性和兼容性院人工智能工

具的预期能力应该保持一致袁并满
足教育系统的需求遥
责任性和透明性院为学校提供

人工智能工具的公司应该对他们

的产品负责袁学校则应该对学生使
用人工智能负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