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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75、曹锡康

关于加强高校教师教育教学 AI素养的提案

※背景情况※

人工智能(AI)技术持续选代升级，对高校教师的 A素

养与能力提出新的挑战，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

《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提出引导智能时代学生与教师的 AI素养、能力结构建设与

AI课程群建设等。同年，国家教育部也从加强人工智能教

育，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青少年角度，提出构建系统化课

程体系、实施常态化教学与评价、开发普适化教学资源、

建设泛在化教学环境、推动规模化教师供给和组织多样化

交流活动六大任务和举措。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实践

者，亟需明确未来教育发展方向，重塑教学模式，不断提

升 AI能力素养，积极应对深刻的教育变革。与此同时，人

工智能是上海着力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要打造人工

智能世界级产业群，加速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产业

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和方向赋予了新要求，教师队伍

人工智能素养与应用水平，关乎为 AI产业提供高素质人才

支撑与智力支持，助力上海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上领航领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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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及分析※

在推进高校教师教育教学 AI素养建设过程中，还面临

以下问题:

1、部分高校教师对应用 AI技术意识不足。尽管“AI+”

教育正在快速推广普遍应用，但不少教师对此准备不到位，

忽视人工智能对各学科的赋能作用，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

学模式、教学过程管理和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认识不够，

缺乏主动学习和探索应用的动力。

2、高校教师的 AI知识储备与技术能力水平参差不齐。

大多数教师受限于自身学科背景，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

知识了解不多，对技术应用场景更是不熟悉，更谈不上教

育引导学生应用人工智能开展与专业相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

※建议※

1、充分认识高校教师 AI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将其纳

入教育发展规划。教学主管部门对高校教师 AI素养和能力

进行调研分析，出台相关政策，指导高校开展教师 AI能力

培养，提出具体目标、内容，涵盖基础知识、应用技能和

教育创新。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校开设 AI教育创新实验

室，鼓励开展基于 AI的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2、挖掘高校 AI资源，加强校际协同。依托综合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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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料、团队和人才优势，组建跨学校跨学科的 AI教学与

应用联盟，促进不同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广教

育产品和服务。拓展与海外高校的联系合作，引进国际先

进教育理念和技术。

3、与人工智能产业紧密结合，深化 AI产教融合。搭

建平台建立人工智能企业与高校对接联动机制，在企业设

立教学实践基地，校企共同开发 AI教学资源及工具，为教

师提供 AI技术实践的机会，支持教师将 A教育研究成果转

化为实际应用，开发 AI辅助教学工具，助力教学创新。

4、建立检查评估机制，实现高校教师 AI素养可持续

发展。设立高校教师 AI素养持续学习计划，定期更新培训

内容，提供在线学习资源，支持教师自主学习。对高校教

师 AI技能提升进行检查监督与评估，及时调整工作策略，

确保工作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