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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转变教师角色不仅有助于适应信息化的教学变革，指导学生学习，还有利于落

实信息化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成人成才。当前教师教学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即教师信息素养有待提

升、学习环境多元化发展、课堂师生关系发生改变等。这就需要对教师角色进行重塑，不断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满

足信息化课堂教学要求; 变革传统教学方法，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与引导者; 开展教学实践，成为教育教学的研

究者与终身学习者;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凸显教师“育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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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开始应用于教育领域，

这种新型教育运行模式对传统学校教育和教师产生

重大冲击。尤其是在 2016 年世界围棋冠军被

AlphaGo 打败以后，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在国防、

环境、医疗、工业、教育等各个领域。人工智能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为教育教学变革带来了新的契机。

因此，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需对教育进行重新思考:

传统学校教育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传统教师角色是

否发生改变? 教师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 未来教师

工作该如何开展? 等等，这是人们对未来教育的疑

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8 年工作要点》指出，

“信息技术化背景下，要应对新技术变革，构建人

工智能教师队伍，探索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支持

教育教学的新路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

熟与广泛应用，教育尤其是教师角色发生重大

转变［1］。

一、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角色研究综述

教育信息化发展改变了传统教育思想观念，丰

富了教育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使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方式方法、教材内容等更加多元，给传统教师

角色带来巨大的挑战，促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对自

己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教育教学中的应

用，传统教师角色已不能满足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要

求和学生对现代教师角色的诉求，需要教师对自己

在教育教学中的角色意识、角色行为等有新的认识

和定位。目前有许多学者对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

角色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在教师角色意识方面。角色意识又叫角

色认知，是教师对自身角色地位、角色扮演、角色

行为规范等的认识与理解。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倡导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该理念下部分研究者

研究了教师角色错位问题，并提出通过树立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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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掌握新时期教师的行为模式、培养教师对

角色行为的反思能力等来强化教师角色意识。

第二，在教师角色定位方面。在不同的时代背

景和社会环境下，教师的角色定位有所不同，教育

信息化环境下教师要对自身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刘

爱楼［2］认为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师要成为传统角色

的继承者、课程的开发者、动态的研究者、学生学

习的引导者等; 范国睿［3］将教师角色定位为心灵的

引导者、良好的组织者、忠诚的倾听者、课堂氛围

的设计者、人格的塑造者等，注重教师素质的提升。

第三，在教师角色行为方面。教师角色行为是

教师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教育教

学行为、仪表行为、人际行为三个方面。教育信息

化环境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达到自己的角色行

为要求，容易产生角色紧张，要重新规定教师行为

规范标准。齐钰［4］等指出，教师角色行为规范标准

与要求是教育变革中教师专业化最大的挑战，并提

出当前教师角色行为存在角色认识不清、角色模式

单一陈旧等问题。

第四，在教师角色转换方面。教育信息化带来

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传统教师角色已不能

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教师角色转换成为必然。张

优良［5］等指出，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师要成为教研

员、组织者和辅导者、学校事务的管理者、师生关

系和家校关系的协调者; 丁钢［6］认为，教师要从传

统信息技术的观望者、使用者、实践者转向新的设

计者、研究者、执行者，将信息技术作为教学的手

段; 柳翔浩［7］认为教师要从原来的知识传授者、教

材执行者、学习指挥者、教学计划的执行者转变为

学习引导者、教学设计者、促进学习的协作者、教

学研究者。

第五，在教师角色影响因素方面。受传统教育

理念、情感交流、道德意识、信息素养等因素的影

响，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会对教师角色产生困境。

对教师角色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教师角色转

换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艾洪伟［8］指出阻碍教师角

色转换的主要因素在于教师角色认同度不够、社会

角色转换条件支持不足、角色转换能力薄弱。还有

研究者认为影响教师角色的因素主要有传统的教学

结构和教学模式、教师认知偏差和心理抵制、教学

管理机制和环境因素、师生双方素质和能力不足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有关教师角色的研究

成果较为丰硕，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研究视角多元，

而有关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角色转变的文献相对

较少，且质量层次相对较低，较难对现实实践做出

有效指导。本文以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角色转变

为研究对象，对当前教师教学中面临的挑战进行深

入分析，提出教师教学角色重塑路径，以期在今后

的工作中教师能够更好地开展教学教学活动，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角色转变的重要

意义

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情境下，传

统教师角色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与信息化教

学的要求，这就需要对教师角色进行转变。教育信

息化背景下，转变教师角色既有助于适应信息化的

教学变革，指导学生学习，还有利于落实信息化时

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成人成才。

( 一) 适应信息化的教学变革，指导学生学习

从传统教学来看，备课与授课是教师的主要任

务，即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结合学生知识结构与学

习情况制定教学计划，充分准备教学所需资料、器

材等，完成课程的讲授。然而教育信息化背景下，

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形式、教师角色、学生学习方

式、学习途径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教

师劳动被慕课、微课、云课堂等互联网教学形式所

冲击，在此情形之下，教师对自身角色产生怀疑。

事实上，教师的教学除了 “教”之外，还包括指导
“学”，即在学生学习与教学内容之间搭建平台，以

此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人工智能只能简单地代

替教师 “教”的重复劳动，却不能解决教师对
“学”的指导。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即使教师摆

脱“教”的重复性劳动，教学任务不但不会减轻反

而更加繁重，教师任重而道远。因此，教师要突破

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变自身角色，重拾角色自信，

勇敢面对严峻挑战，用创造力与鲜活力投身到信息

化、数字化教学之中，提升自身职业自豪感与成就

感［9］。信息化背景下，教师需建构智慧型课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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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种方法与举措使技术为知识创造服务，使知识

反推技术革新，以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 二) 落实信息化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

学生成人成才

在《学会生存》一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

出，“教师的职责更多地倾向于激励思考，越来越

少地传递知识，他们更多成为帮助发现矛盾论点的

人、交换意见的参考值、顾问，而不是拿出现成真

理的人”。《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指出，“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 “教育发

展的第一资源”。国家从战略层面赋予教师塑造生

命、塑造灵魂、塑造新人的重要使命，但现实社会

却忽略了学生是否成人，更多关注的是其是否成才。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在于教师。教育信息

化背景下，知识逐渐呈现出不确定性、灵活性与多

元性等特征，这有助于缓解传统教育教学中信息不

足的状况。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的过

程中，网络信息的弥散性、逻辑性不足、超载现象

等弊端日益呈现，这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落

实与社会人才的培养。信息化时代社会需要多元化

的人才，加上每个学生在成长环境、思维模式、遗

传基因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培养人的过程

中教师的重点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树人立德; 不

再是教化和规训，而是为学生提供服务和支持。教

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技术，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练就 “四有”教师的

过硬功夫，做到学科德育内行、知识结构完整，即

在自身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更好的培育学生［10］。

三、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教学面临的新挑战

( 一)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学中，教师信息素养

有待提升

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和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多方面

代替了教师的工作。一方面，机器人可以跟教师一

样组织“教授”，进行深度学习; 另一方面，他们

也可以通过“认识”和 “了解”学生，对其提供学

习方面的指导与支持。“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传统的

教学模式在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及人类空间的演变

下被打破，人工智能被应用于新的教学方式中，以

其个性化、精准化的特征来提高教学效率，这对教

师的信息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信息化环境下，教师

能否提升新技术变革所需的素养，积极转变自身角

色，关系着教书育人职责的落实和教育教学工作的

开展。面对教学环境的多变与教学方式的不断更新，

教师面临新的挑战。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人工

智能技术怎样成熟，教育机器人是不可能完全取代

教师的，教师职业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11］。因

此，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实现教师

角色的转变与素养的提升。智能化时代，学习化、

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目标，智

慧性与多样化是学生的群体发展目标，突出信息化

素养的复合型素质是其个体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教

师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来应对。

( 二) 学习环境多元化发展，传统教学方法无

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

兴技术的发展为学习资源的产生与来源提供了更为

广泛的空间，人们不仅可以对原有学习资源进行更

新，还可以通过新技术创造优质的学习资源。教育

信息化背景下，学习资源无限丰富、灵活多元，学

生学习走向自主化与泛在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

威，也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每个人都可以是学

习资源的共享者、贡献者与生产者。另外，智能机

器人不仅能够将个性化教学方案和学习诊断分析建

立在大数据上，还可以超越个人认知偏好与知识背

景，进行教学方案设计和客观的学习诊断。这对教

师角色和传统教学方法提出新的挑战。随着智能技

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学习环境发生变化，教

与学方式产生改变，学习资源不断丰富，如，学校

建设的具有灵活的空间组合、真实的情境模拟、丰

富的课程资源、先进的技术设备、支持学生深度学

习等特征的创新实验室、创客教室、智慧教室等，

是运用 VＲ 技术创造的智慧化学习环境［12］。同时，

教学设计走向个性化，课程实施呈现多元化，教学

评价走向即时化，这就需要教师掌握新的技术手段，

评估学生的学习潜能，测量其学习特征与认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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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 三) 课堂师生关系发生改变，更加关注学生

的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时代。教
育信息化背景下，教育领域的课堂教学突破了以师
生为核心的二元空间关系，逐渐走向学生、教师、

智能设备三者彼此影响、相互交织的三元化关系网。

从教师与学生的二维关系链来看，教师扮演引导者、

帮助者、支持者的作用，引领学生共同成长。在智
能化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在多向度与多层面上
都保持平等协作关系。智能化软硬件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是学生凭借实践知识在虚拟化环境中形象化、

精准化、个性化学习; 与教师之间则是教师主导下
的辅助关系，传统教师被智能化软硬件从繁重的重
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智能化软硬件能够教授学生
的知识，但带有情感性的工作仍需教师来完成。智
慧课堂在以移动教学平台与移动学习平台为基础的
全媒体学习环境下成为可能，互联网+开放式环境
不仅可以支持课堂内外即时性的人际沟通与对话，

帮助教师与学生即时获取丰富的线上线下学习资源，

还能够支持即时获取、留存学习证据［13］。另外，与
传统课堂相比，智慧课堂所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

从以往的关注教转向关注学，不再关注教师如何教，

而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与个性化认知特质，使课
堂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

四、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角色重塑之路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面临的挑

战可以通过重塑教师角色来应对。这就需要不断提
升教师信息素养，满足信息化课堂教学要求; 变革
传统教学方法，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与引导者;

开展教学实践，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与终身学习
者;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凸显教师“育人”角色。

( 一) 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信息素养，满足信息
化课堂教学要求

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对教师专业性、

综合性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与挑战。这就需要教师转
变教育观念，重塑自身角色，学习先进理念与信息
技术，不断提升实践智慧，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努
力成为一名紧跟时代步伐、符合智能时代发展的教

师，以适应智能环境下的教与学。为适应智能化、

数字化环境，满足智能化环境对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传统教师角色将发生极大改变。虽然校园、教室、

课堂以及教学资源等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但因自
身社会实践能力、判断能力、认知能力等不足，学
生在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时，在选取方面存在辨别
意识薄弱、相对盲目等问题，帮助学生准确、高效
甄选出学习所需的信息，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对教师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教师必须与时俱进，

增强信息意识，提高自身信息素养，能够在丰富多
样的海量信息中准确、高效、熟练、快速地搜索到
教学所需的信息; 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
教育教学科研能力，通过对相关课题的探讨与研究，

深入了解信息化背景下教育发展趋势与相关前沿理
论、问题等，做到终身学习。教师要推进教学方式
变革，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创新、合作、探究式的
学习，引导学生课堂学习，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自
主学习、交流合作、辩证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等智能机器人不具备的人类核心素养［14］。

( 二) 教师要变革传统教学方法，成为学生学习
的组织者与引导者

信息化背景下，智能机器人可以智能出题和批
阅，也能够形成教研报告，但其更多扮演的是教师
助理的角色，教师才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实
施者、学生学习活动的陪伴者与引导者。教育是一
种生成性活动，教育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互
动会对学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智能化教学中，

教师角色由 “传授者”转向 “引航者”，即教师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了解
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认知特征，结合教师的教学风格
与教学方法，设计出满足学生兴趣爱好、个人需求、

能力特征的个性化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
学习潜能，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探究式、合作式
学习，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实践能力，组织
学生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由此可见，智能化背景下，

教师角色发生了转变，其职能由 “教”转向了
“引”，成了学生学习的引路人。这要求教师转变教
学理念，学习新知识，不断提升自身学识能力，拥
有勤勉的教学态度与过硬的教学能力，变革传统教
学方式，掌握灵活、熟练使用信息技术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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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有意识地使用个性化教学、任务驱动式教

学、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混合学习等多元化的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善于质疑、勇于探究、积极思考、

敢于批判，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综合素养，使其

在思考中提升能力［15］。

( 三) 教师要开展教学实践，成为教育教学的研

究者与终身学习者

首先，要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随着各种智

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

学环境越来越复杂，教学形式日趋多元化，学习资

源越来越丰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

发生深刻变化，为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满

足教育教学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教师需成为教育

教学的研究者，通过对当下教育教学前沿理论、教

育教学模式、教育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等的研究，

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教师成为研究者”由

著名专家斯滕豪斯首次正式提出，他认为 “每一位

教师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成员”。在信息化背景下，

教师成为教育教学研究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教材使用的创造者，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需求、

结合教学要求，利用智能技术获取网上优质教学资

源，创造性地进行课程与教材的开发; 二是教育教

学环境的创造者，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教师要借

助信息技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内在动

力与积极情感［16］。其次，要成为终身学习者。信息

化背景下，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

化。这就需要教师成为一名终身学习者，不断学习

先进教育理论，了解最新信息技术，掌握教育改革

与发展相关经验，尤其要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

互联网等相关理论与教学方法，掌握各种信息技术

软硬件并能够熟练操作。同时，要了解和把握学生

认知特征与学习规律，全面提升自身文化与信息素

养，勇于挑战新的信息技术，成为一名勤奋的终身

学习者，顺应智能时代发展的趋势。

( 四)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凸显教师 “育人”

角色

随着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教师产生巨大影响，传

统教师的部分工作任务被 “人工智能”所替代，但

本质来看 “教育是一种人文关怀，情感交流”。在

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更加注重对学生精神生活的陶

冶、完美灵魂的塑造、健全人格的培养以及师生间

真诚和谐关系的形成，成为学生真挚的人生导师和

精神启迪者。随着智能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人工智能虽然可以通过记录在技术平台上的学习时

长、学习偏好、学习内容、学习结果等，精准分析

学生的信息数据，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学习风格。

但从学习支持与服务及育人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无

法代替教师。教师是学生道德形成与人格发展的重

要引领者，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实

施者。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了解学生的差异性发

展需求，把握其性格特征与兴趣爱好，关注其情感

变化，培养学生的社会性、适应性及批判性思维等。

同时，教师要努力探索教育的本质，加强与学生间

的情感交流，更多了解和把握学生的不同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与指导，给予其更多的人文关怀，

更好地帮助学生建构生活经验和提升学习能力，从

而进行深度“育人”。在雅思贝尔斯看来，“教育并

不是非理性知识与认识的堆积，而是关于灵魂的教

育”。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引领着学生价值的塑造，

该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被替代。

五、结语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传统教师角色已不能满足信

息化时代学生发展的需求和学生对教师角色的新诉

求，转变教师角色有助于适应信息化的教学变革，

指导学生学习，落实信息化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育学生成人成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

的应用和普及，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提

升教师信息素养，变革传统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实

践，给予学生人文关怀，重塑教师角色，让教师成

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与引导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与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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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and Ｒeshaping of Teachers' Ｒo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LIU Kenan
(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the changing role of teachers will not only help to adapt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zation，guide students to learn but also help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of good eth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nurturing them to flourish． Teachers are currently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teaching，namely，the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and changes i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e classroom． This requires reshaping

the role of teachers，continuously improv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lized

classroom teaching，reform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becoming the organizer and guide of student learning，

carrying out teaching practices，and becoming a researcher and lifelo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er． Teachers

should also give students loving care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educating students．

Key word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eachers' role; learning resource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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