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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工智能背景下师生关系面临的障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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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从传统的知识教育转变为智慧教育，让以往的教育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促进了教育的现代

化发展，教师和学生获取了新的学习方式，这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这样的改变也势必会对师生关系造成一定的

影响，因此须对师生关系重新定位以此来应对人工智能对其带来的挑战。对教育历史发展的三大时期下的师生关系进行对比，分

析当下人工智能背景下师生关系障碍产生的原因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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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to wisdom

education,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previous education model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acquired new learning method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However, such changes are

bound to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positio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arriers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eek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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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全球传染疾病，让学校教学主阵地从校内的线

下教学转移为了线上教学。在网络教学的大环境下，师生们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有初次接触网络教学的迷茫，有网络设

备不足的慌乱，还有隔着屏幕传授知识、接受知识的拘谨，各

种各样未接触和考虑到的因素一次次地冲击在校建立起来的

完美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

相互关系，包括彼此的地位、角色和对待对方的态度。它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为实现教育

目标而直接交流而形成的多属性、多层次的关系体系。良好的

师生关系不仅是成功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手段，作为一种常见

的社会关系，师生关系从古至今跟随着时代潮流的不断更新与

发展而发生变化。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及相关高科技技术的发展，为深入贯彻大会

精神，认真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全国基础教育会议

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在深入总结传染疾病防控期间大规模在线教育宝贵经验的基

础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

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这对人工智能大背景

下的教育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师生关系也因此面临着不同以

往的挑战。

1 教育历史发展在不同时期下的师生关系

从古代时期教师与学生的上下遵从关系变为朋友、亲人关

系，到近代教育强调教师的权威和地位，再到现代教育的复杂

师生关系，可以看出师生关系在不同时期发生着显而易见的变

化。

1.1古代教育时期下的师生关系

古代教育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教育内容简

单，教育方法单一。当时的教育深受儒家和谐观念影响，十分

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孔丘与他的弟子们和谐、融

洽、平等的关系直到今日也一直被当作良好师生关系的典范，

他对学生悉心教导、用心关怀、热爱学生，因此也得到了学生

们的爱戴与尊敬。荀子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教育能够改变个

人和国家的命运，所以对于教师这样的职业，他认为理应受到

极高的待遇。“天地君亲师”，长久以来天、地、君、亲、师

都是人们十分尊崇的对象，天地容纳万物，君主圣贤国泰民安，

百善孝为先，教师同天地万物一样神圣，和君主一样重要，和

长辈一样受到尊重，足以体现教师的地位之高。教师向学生传

授知识的同时也对学生多了一份关心，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仅

是条例规定上的师生关系，教师对待学生还多了一份责任，有

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关系，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亲切感。虽然

教师的地位极高，但并不意味着教师掌握着知识主导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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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而是倡导师生、生生之间相互探讨学识，《论语·述

而》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古代时期建立起的和谐的师生关系正是现代社会和

谐关系的深厚渊源。

1.2近代教育时期下的师生关系

鸦片战争结束后，我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功名利禄的诱惑打破了古代先贤们所崇尚的和谐平

等。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知识的占有者，依靠条条框框

的规章制度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更多的是关注和满足自己的欲

望。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为了达成

自己的目的去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赫

尔巴特和凯洛夫提出“教师中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教师在

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为主体，教师知道学生需要什么样

的知识，由教师单方面决定教育教学如何开展，强调教师具有

决定权。而卢梭和杜威则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和促进

儿童的成长，教学要以儿童的需求和兴趣为主，教育过程应该

围绕儿童进行，教师的想法不代表儿童的想法，于是提出了“儿

童中心论”的观点。在这个时期下，师生的平等变成了欲望的

平等，却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1.3现代教育时期下的师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学者们对师生关系提出新

的看法，在以往的基础上批判性继承，师生关系再一次发生阶

段性变化。人们看到了“教师中心论”和“儿童中心论”的弊

端，反对教师的权威性领导和盲目的以学生为主，用新的经验

充实师生关系内容的不足，形成了一种现代化的新型师生关

系。在这个发展的时代中，提倡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应该和

谐相处，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尊重和平等，这在师生关系中也得

以体现，主要表现为：（1）和谐平等。师生之间没有卑贱之

分，在知识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校是孕育人才之地，教师

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应该和教师共同探讨知识，

营造和谐轻松的氛围。（2）互爱。学生要做到敬爱师长，虚

心接受教师的教导，怀揣感恩之心，谦恭有礼。教师要关爱学

生，关心爱护学生、了解学生，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不应该以

分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提倡素质教育，学生接受教育的最

终目标是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最终现代教育建立起一种民

主平等，互爱、和谐的师生关系。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2.1虚拟空间存在，缺少实际交流

在线教育指的是通过网络的学习行为，即师生双方均通过

网络平台完成教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教师在线教学的工作

的确有很大帮助，但拉近了物理距离的同时疏远了师生之间的

情感距离，缺少了身体和近距离的真实感受，教师与学生不知

道如何展开交流，有些话题也不便于在网络上进行，人－人变

为人－机－人的互动让师生之间的交流显得机械刻板和复杂。

另一方面，在线教学侧重于完成知识的传授和如何更好地提高

教学质量，却忽视了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温度。教师无法透过

屏幕去直面感受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师生原本面对面情感交

流的场所变为了机器，错失很多师生深度交流和了解的乐趣与

机会。

2.2教育资源增多，剥夺教师职能

现如今，教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轻松地在学生学习的

各大平台里获取想要的数据，根据这些反馈数据，教师能对学

生的学习情况及时且高效地做出评判和建议，这些数据也能帮

助学生在下一步的学习中做出调整和规划。虽然以上举措为制

作和更正教学计划节约了时间，但不可否认，在“完美”的教

学监测下，学生依附于人工智能，教师的部分职能可能被机器

替代。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可以方便快捷甚至

随时随地获取想要的信息和知识，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各种

各样的资料用于学习或者同老师的资料对比，学生对教师的需

要度减少，教师的权威逐渐被消解，师生关系变得复杂。

2.3教学模式改变，师生情感转移

人工智能的加入衍生出新的教学模式，这种线上教学不同

于以往简单的教学形式，融入了新时代的高科技，特别是非中

心城市里的中小学生，平时对网络接触过少，学生对这种模式

感到陌生的同时也对这项技术表示崇拜。对教师而言，他们需

要花费时间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去制作优美的课件和录制微课

等，这不仅分散教师的关注点而且对于学生不爱学习的消极态

度教师无法控制和监督。对学生而言，如果教师的授课内容不

够有趣和吸引人，他们就会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平台属于同样内

容但更生动形象的资料上，或者马马虎虎应付过去。这不仅使

教师显得十分无能，更导致教师对技术的臻于完善、精心准备，

超过了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真正关注。学生对教师的依赖、需要

和关注大大降低，导致作为关系主体的师和生之间的距离越来

越远，感情越来越淡。在传统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在利用教具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其关注的焦点是在教学内容

上，核心的关系仍是师与生之间简单直接的“人－人”关系，

技术只是手段，是辅助工具。

3 人工智能背景下建构新时代师生关系的具体路径

3.1教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人工智能的提出给人类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让教育进

行了一次变革。但线上教育让师生情感上的缺失不能及时得到

挽救，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对问题的疑惑教师不能及时去缓解和

解答。教师仅仅是讲解完知识后就以为完成了教学任务，所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了解和树立现代教学观，正确认识到教学

是师生双向交流的过程，正确的引导学生的学习，与学生积极

互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节省的非教学时间投入到对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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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塑造和引领上。“教书育人”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

学习何为育人，努力加强教师自身修养，理解、爱护学生，消

除师生心理上形成的隔膜。当教师的“被需要感”不断增强时，

教师的育人权威就会慢慢树立起来。

3.2学生充分发展移情能力

师生关系是双方双向建构的一个过程，好的师生关系既需

要教师的付出，也需要学生的理解。学生应正确看待人工智能

技术、教师、学生间的关系，合理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可能

存在的工作难题与困境，降低师生矛盾发生的概率，致力于构

建以同理心为底色的和谐师生关系。首先，学校可以为师生提

供人工智能的理论学习，让师生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熟悉如今的

人工智能对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带来哪些便利，师生可以利用这

些途径去获取知识，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与此同时，让学生

了解人工智能的操作流程，开展适当的组织，让学生线上展示

自己学习成果充当“小老师”。其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设

计相应的学习环节，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让学生查阅资料设

法解决其他同学的问题，让学生多多参与到教学中来，克服人

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消除与老师的距离感。

4 结语

良好的师生关系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去搭建和维持，这不仅

有利于教师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对学生的学习和心理健

康成长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古至今，师生

关系不断在发生变化，但始终是贯穿在整个教育之中的。如今

在“停课不停学”的大背景下，新的教学形式使得师生关系出

现了变革，教育在迎合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的同时也要遵照教

育规律和学生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高效性教学，让学生们健

康成长、全面发展。为此，师生应共同努力，利用好人工智能

技术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致力于消除师生间的问题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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