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研究》（VGA230012） 

重大课题组与区域合作研究课题清单 

为推动重大课题研究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教育一线面临的挑战，也为了将一线

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智慧在技术加持下发扬光大，重大课题组从课题研究问题出发，

拟定了两类与区域合作的研究课题，供区域选择。一类是由地区或学校牵头，课

题组配合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另一类课题是由课题组牵头，征集各区域参与合

作的学校。 

第一类 区域主导的研究课题清单 

这里列出的研究选题是依据最近教育部有关司局文件，也是希望区域在贯彻

落实相关工作的同时渗透智能技术的应用，全面探索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可能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 

1. 智能技术助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环节研究 

从机制保障角度，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发现和培育有潜力人才1、优化人才培养

的弹性自主环境2、拓宽优质资源灵活供给渠道3、聚集人才、构建团队4？从培养

环节角度，如何遵从人才发展规律，借助智能技术全面培养学生的心智素质5，包

括探究好奇心、科学质疑和思辨能力、系统整合知识能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 

2. 智能技术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化路径研究 

从机制保障角度，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协调学校就近资源，解决师资不足、场

地受限6？如何有效利用开放免费资源搭建系统化、多主题科学教育的学校品牌

课程7？如何借助智能技术支持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1 有创造力的人才=智商+人文素养+心理素质，选拨和培育人才都需要全面 
2 压力会抑制认知和创造力，天才班如何设立，是全科还是单科，不同年龄段有不同解决方案，需要

弹性学制、走班制度予以配合。 
3 学校或社会需要获得各方资源提供给学生，家长和学校未必全能全知，需要创新信息及专家通道 
4 研究表明创新人才是成簇成长的 
5 一生一方案未必可取，忌揠苗助长。注意学生被社会隔离的孤独感，能力有所不逮的挫折感。 
6 科学教育重在科学素养培育，适合因地制宜，周边工厂的退休高工等都是可用师资（中国科协十年

前有过这样的试点），与社区机构和驻地单位建立科学教育基地也可以拓展实践场地。没必要让所有孩子

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多样化的科学教育课程可以从本地化特色做起。 
7 校本科学教育课程难在科学性、生动性，网上免费资源如何为我所用，系统化是关键 



 

 

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合作能力8？ 

3. 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智能教学实践研究 

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9在多模态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内容生成、自适应推荐

等方面的优势，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探究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教学资源针

对性供给10、教与学适应性路径优化11、数字化教学行为改变、创新教学活动与学

生评价12、助力教师发展13等方面的模式与策略。尤其是借助智能技术等综合措施，

给学生减负增效、给教师赋能降压、给家长松绑润燥的创新解决方案14。 

4. 重构的人机协同教学环境核心要素研究 

在怎样的场景和装备条件下，人机协同才能够提高全纳15办学质量，真正惠

泽每一位老师和学生16？校园教学环境如何改造和重建，才能以合理的成本效益

联通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关联学校、社会与家庭17？在不同需求与模式创新中，

哪些需要机制变革和制度突破？试论证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5. 智能技术推动区域教育新生态构建研究 

人工智能不仅可能改变管理、教学或学习的支持条件18，也会改变管理的对

象19，教学或学习的内容20，管理、教学或学习的过程与具体的样式等，进而影响

区域的教育生态。本选题建议聚焦区域教育的生态特征，分析人工智能与不同教

育主体的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人工智能可能对区域教育生态产生的影响，

 
8 研发与科学课程教学有关的教具、收集数据的采集箱等易用、安全、可移动实验环境，开发科学教

育资源包。 
9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往往是一个小口切入，即一个 App 应用往往只针对性解决一个具体的应用问题。

知道有哪些工具可用于学科教学是一些高信息素养教师的优势。 
10 如，在多源及开放供给环境下提高资源定位准确性、定位速度的策略方法， 
11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提供分层教学的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头痛医头的只见当下错误的“相似

题”补救，如何解决智能技术教会学生解题方法？（如，如何用技术落实波利亚的《怎样解题》） 
12 数字化学习活动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对学习效果的评价也可以采用多种非纸质可比的形式，包

括评价主体、评价的目的（非利害性相互借鉴）等都有可以创新的空间 
13 借助智能技术分析教学行为与教学效果的关系、诊断教师及学生在教学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尤其是

对于学生学习某个学科知识常见错误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教师队伍建设与个体发展，智能技术在教师自

查、互帮、跨校教研等场景中都可应用 
14 期待的研究是聚焦某个具体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系统化解决方案，学生的学习问题不只是认知问

题，也包括学习环境氛围的宽松、友好，学习活动序列的科学合理、家校协同沟通的高效明智。这方面学

校政策机制也有可为空间。 
15 智能技术可能对某类人群的作用更大，有必要探索智能技术如何支持公正的教育 
16 如果学生减负以老师增负为代价，将不可持久。 
17 数字化设备的可移动性和学生使用设备的限制等迫使为数字化教学有效性需要弹性创新解决方案。 
18 这个选题需要考虑人工智能作为管理工具，也需要考虑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给管理新增的内容。 
19 学生网上行为可能与线上不同，网络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 
20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挑战了学校应该教什么的假设，这个说法是否正确，需要一线的回答 



 

 

包括且不限于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促进区域教育质量均衡？如何缩小学校间差距、

如何支持特色校建设？在区域层面推动人工智能变革教育有哪些激励机制、开展

了哪些整体行动？建立了哪些有利于支持教师开展实践探索的区域政策？ 

6. AI 赋能学校数字化转型场景与机制研究 

人工智能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涉及到学校

工作的不同事务，并会产生事务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进而改变学校的原

有工作流程。研究学校流程的重塑，需要关注具体的事务，如管理、教学、学习、

后勤等事务，也需要关注不同事务之间的关系，譬如管理与教学事务相互影响之

后出现的流程变化，为指导未来学校事务的高品质开展提供指导。 
新技术出现以后，学校的管理工作面临着重大机遇与挑战。如果学校理解技

术的应用价值，技术则可以优化学校的管理过程，提升管理效能，如果误用技术

则可能增加学校管理工作的负担，甚至可能会形成管理新堵点，制约管理的效能。

探索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学校管理变革，需要厘清学校治理与管理的关系，

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参与学校过程治理，提升学校管理的品质。既需要关注人

工智能对学校管理中具体环节的影响，也需要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切入学校管理，

探索具体的切入方式与路径。 
 

7. 智能技术助力学生身心健康的综合方案研究 

智慧阅读、智慧体育、智慧心育、智慧食堂等智能 APP 应用在很多学校已经

普及，现在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应用对于学校了解学生发育发展的现状有什么帮助。

比如，午餐营养配置对学生下午体能和注意力的影响，体育课对随后课堂思维活

跃度的影响，抑郁的学生是否有网瘾，生成式 AI 的心育教育是否会加重学生网

络依赖从而加重抑郁？…… 

第二类 重大课题组主导的研究课题清单 

这里列出的选题来自重大课题子课题组，是子课题希望在地区及学校的支持

下回答的问题。 

1.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塑教育形态理论研究 

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塑教育形态的内涵界定、特征分析、实践策略等开展

深入研究，客观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21，及其应用于教育领域后，当前

 
21 参与这个课题的学校有机会接触到新涌现的 AI 教育应用产品，开拓视野。 



 

 

及未来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教育方式、教育评价和教育主体的变化22，为未来

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特别需要关联具体学段（学生发展阶段）
23、具体学科24、具体知识类型、具体学校条件25，提出现实可行且科学的育人理

念、理论模型、实践样式、典型案例。 

2. 基于新技术的智能教育平台建设研究 

围绕教育数字化变革中的教学应用需求，以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在智能教育平台建设中的整体设计和

建设方案。或者围绕某一特定学科或跨学科教学，研究数字教育资源、智能化工

具（智能学具、智能教具）和系统的设计与开发26，及其应用策略和案例等。 

3. 中小学 AI 技术应用的多种风险识别与评估策略研究 

课题组已经建立多种风险识别工具（如伦理风险、隐私与数据安全风险），

参与学校会接受有关培训，并从工作实践中寻找风险在学校的表现形式和出现场

景，提出因地制宜地解决对策，并在课题组指导下进行效果研究。在此基础上，

通过制定全面而细致的伦理框架和道德指南，确保中小学 AI 技术的应用在伦理、

法规和社会层面上可控有序，为确保学生及教育系统的数字化安全提供科学的评

估和有效的指导。 
 

 

 
22 课题组已经接触到一些有深刻教育思想的校长们，对于数智化时代人才的培养已经有系统化思考，

并且有不少创新举措。 
23 在讨论教育范型变迁的时候需要考虑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比如，自主学习能力对于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的要求或者其表现应该是不同的。 
24 不同学科可以借力的 AI 技术产品可能有较大差异 
25 不同条件的学校可用技术选择可能有差异，但弱校也有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的可能，关键是思路和

机制。 
26 参与的学校主要负责提出产品需求、测试产品可用性、协助完善产品、提供示范用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