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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原文链接：人工智能如何重

塑我们的生活与工作）

人工智能，不再是冷冰冰的技术名词，而是融入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从生活

便利到工作效率，它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一

变革才刚刚开始，未来将有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场景

正从想象走向现实。想象一下，一个清晨，语音助手已经为你安排好一天的任务，

自动驾驶汽车准时送你上班，智能冰箱提醒你需要补充的食材。曾经只存在于科

幻小说中的场景，如今正在我们的身边实现。

人工智能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融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它不仅让日常更便捷、

工作更高效，还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智能家居到医疗突破，从

自动化的工业革命到全球化的协作模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

然而，这一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隐私保护、职业替代、伦理争议等挑战。

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未来，我们需要在

政策、教育、技术等多方面通力合作，让人工智能的进步符合人类的核心利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MjE4NTIxNA==&mid=2247490100&idx=1&sn=ff9d76564f643569f0b8fe17a5d3ba67&chksm=cea4f972ea05394e01b6b98bed94fe56dfeb32441bc84950cf4c99bda3471d9f7921279ccfc2&mpshare=1&scene=23&srcid=1223GigCXugqVlfSVwHzc9V7&sharer_shareinfo=bd53036c80053d46bde23a7251cff0dc&sharer_shareinfo_first=09c7d5cf7e02559c73ffb23f2d80fa1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MjE4NTIxNA==&mid=2247490100&idx=1&sn=ff9d76564f643569f0b8fe17a5d3ba67&chksm=cea4f972ea05394e01b6b98bed94fe56dfeb32441bc84950cf4c99bda3471d9f7921279ccfc2&mpshare=1&scene=23&srcid=1223GigCXugqVlfSVwHzc9V7&sharer_shareinfo=bd53036c80053d46bde23a7251cff0dc&sharer_shareinfo_first=09c7d5cf7e02559c73ffb23f2d80f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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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动人机融合、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为

探索未知提供无限可能。然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人类的智慧引导与价值坚守。

技术本身并非善恶的决定者，它的每一步进化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未来已来，我们不仅是人工智能的见证者，更是塑造者。拥抱技术、直面挑

战，用智慧与责任为世界描绘更美好的蓝图，是这个时代每个人共同的使命。

（荐稿：周张泉）

二、联合国《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原文链接：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人工智能可以处理大量信息，生成新内容，通过预测分析为决策提供支持。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将创造新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师与学生”二元关系

转变为“教师、人工智能与学生”三元动态关系。

《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通过明确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具备的知识、技

能和价值观，填补了教师在这一领域所受指导不足的空白。该框架以保护教师权

益、增强人的能动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教师

所需具备的十五项能力。这五个方面包括：“以人为本”观念、人工智能伦理、

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人工智能与教学融合，以及人工智能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

持。该框架建议将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能力划分为“获取”、“深化”和“创造”

三个进阶等级。

《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的制定围绕六项原则：确保包容性的数字未来、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方法、保护教师权利并重新定义教师角色、促进教育领

域可信和环境友好的人工智能、确保技术对于教师的适用性并迭代技术，以及教

师的终身专业学习。

框架的底层原则是确保包容的数字未来，而这一原则有着坚实的人文和社会

基础。教师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主要使用者，推动人与技术的平衡发展。框

架旨在帮助教师从多层次、多角度解读“人与人工智能互动”的价值和意义。

（荐稿：李福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k4NDc5NQ==&mid=2652879231&idx=1&sn=1195b8292b87ddfefd372278adbe970b&chksm=bc4e78583084a60c4fb8841d99fdc41b5d3a989dbe81df9309448b3065fe6bc239324719858c&mpshare=1&scene=23&srcid=122356MVlgEZDZK3Ea9LdJ33&sharer_shareinfo=268fc0594ef97c1d2427f1dbe2089f64&sharer_shareinfo_first=057edf40ea5ae05e5702d0eabe5c82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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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数智化的区别与联系（原文链接：数字化、信息化、

智能化和数智化的区别与联系）

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与数智化已成

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四个概念虽然紧密相连，但在

内涵、应用及影响上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现代技术发展的核心脉络。

概念：数字化是将模拟信号或复杂多变的信息资料转化为数字信号的过程；

信息化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通讯和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将各种

信息资源组织、处理、传递和利用的过程；数智化是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

深度融合，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数字化基础上，利用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深

入分析、解释和利用。

区别：数字化侧重于将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以数字形式表达和处理；信息化强

调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及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智能化赋予机器或系统自主学习、

分析和决策的能力；数智化则是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强调数据

驱动的智能决策和业务优化。这四个概念在技术和应用上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联系：数字化为信息化提供了数据基础；信息化为智能化提供了信息流通和

共享的平台；智能化则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和数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智化

则是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和升华。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技术发展

的完整链条，推动社会进步和企业转型升级。（荐稿：王海涛）

四、教育数字化三阶段：转化、转型、智慧（原文链接：教育数字化三阶段）

纵观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与教育相生相长，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都给教育带来跨越式发展。当前，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横空

出世，为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挑战，“教育何为、教育应该往何处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思考的命题。

虽有技术的加持，高等教育数字化依然要循序渐进，可分为“转化、转型、

智慧”三个发展阶段：转化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软件硬件逐步磨合，

数字技术要整合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转型阶段，高等教育则要实现自我转型与

提升，大学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为教与学提供全过程、智能化、个性

化服务，满足学习者的多元需求；智慧阶段，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会进一

步打破，实现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育治理整体性变革，赋能学习者全面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A4MjM2Nw==&mid=2649992107&idx=2&sn=1aa592c7043e24fd37377560297bbe8a&chksm=f1e78a499385dd319a7a8fdc7bd9b4245d74b1fd527c3445eb155830679c03cafcaeaaeb05eb&mpshare=1&scene=23&srcid=1223q5n4N79T5X9GSAp1WfrH&sharer_shareinfo=0391071e3b7c086d7c6f933e05535d32&sharer_shareinfo_first=e09c1117b4e1488f9b041cdce8b8807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A4MjM2Nw==&mid=2649992107&idx=2&sn=1aa592c7043e24fd37377560297bbe8a&chksm=f1e78a499385dd319a7a8fdc7bd9b4245d74b1fd527c3445eb155830679c03cafcaeaaeb05eb&mpshare=1&scene=23&srcid=1223q5n4N79T5X9GSAp1WfrH&sharer_shareinfo=0391071e3b7c086d7c6f933e05535d32&sharer_shareinfo_first=e09c1117b4e1488f9b041cdce8b8807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OTc5NTQ0MA==&mid=2247746961&idx=1&sn=602b7d23d5846c2e88a7a310cf66e2a6&chksm=ff2a4374e29b877c2622ff7253e171cc96c5cfba416a6b791fbaa9485f8607808bc05696e2a4&mpshare=1&scene=23&srcid=1211C5Fou3aXIk6og5cG3ei5&sharer_shareinfo=6f7f5cc7646b768a443bb0d181f51965&sharer_shareinfo_first=34a6aff53655dcd857e4b23657a2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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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教育全新生态。

中国已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之路：在教育数字化的

新赛道上，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优质资源从少到多，学习规模从小到大，应用水平

由浅入深，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习革命、应对疫情挑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将势不可挡地推动传统高等教育进行深层次变革。在此背景

下，我国要变革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模式评价机制，探索开放灵活的学分认定和

学历、学位授予机制。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学情诊断和精准干预，构建“师—机—

生”三元一体的教育新模式，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学生综合素质

的多维度、过程性、科学化评价。（荐稿：芮立）

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转型与重塑（原文链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转型与重塑）

AI时代的到来对教育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适应工业革命时代而构建的教

育体系亟须围绕 AI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进行重塑。对当前的教育系统而言，这既

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由于传统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人们受到根深蒂固的

传统思想影响，大部分人并不想作出改变，因此，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但我们必

须抓住这次教育转型的契机，加快推进教育改革与转变，重塑未来教育新体系。

AI时代的教育转型与重塑，应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契机，重视学生创造

力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未来一代适应 AI时代的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AI

能够促进解决教育中的一些重大挑战，如创新教学实践和加快实现 SDG4进展等

问题。在减轻教师教学工作量、为学生提供情境化学习、彻底改变评价方法、利

用 ITS（智能导师系统）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等方面，AI可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

用。算法和教育机器人将成为未来教育的组成部分，为广泛的教学活动提供支持。

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对 AI教育伦理和安全高度重视，在中小学开设 AI教育

课程，培养学生 AI素养的同时，将 AI伦理和安全纳入其内容体系，并作为其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荐稿：刘力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jA1MzAyMA==&mid=2653650143&idx=1&sn=de1fcf2c2d94d540cd06b0f5aeb30d49&chksm=f6750e2eb071c65e818cc01c06316b63a0673c9f17323089cbfc776daf0ca4102ae2d42a83a0&mpshare=1&scene=23&srcid=1210jCqhHjq9ez1ChP0CUqCE&sharer_shareinfo=cdcf6b37f4d8977b43e3ac9a7da50bfd&sharer_shareinfo_first=f23efca15f731af7b3dc3984f4de2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