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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是新时代促使教育快速变革的创新驱动力。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
测评指标体系有利于衡量与诊断教师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适应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或改进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实践提供指导，对于理解教师课堂教书育人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三轮德尔菲专家访谈法构建了教

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适应性指标体系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指标体系包括５个一级指标、１３个二级指标
和３２个三级指标，能较全面地识别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适应性特征，能对人工智能教学环境下教师教学适应水平进
行科学、公正、客观、全面的衡量比较与综合评判，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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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之大前所
未有。为加快促进人工智能发展，２０１７年国务院
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各部

门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质量，把

“发展智能教育”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抓

手［１］。２０２２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２０２２年工作要点》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助推
教师队伍建设：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２．０、
教师智能助手、‘双师课堂’。”在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的浪潮下，研究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

的适应性尤显迫切。

教师适应性已成为国内外教育研究的焦点议

题。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教师适应性的

研究聚焦于其内涵概念、表现特征、影响机理、适

应性个案、适应模型等，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师适应性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例

如：曾凡娇在分析教师适应性表现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学历、教龄、信念、观念、地域差异、教师评价

机制等是影响教师适应性的重要因素［２］；田云章

和余丽认为，努力期待、条件推动、业绩期待等各

种因素都影响着教师的适用性［３］。二是以个案

研究的范式深入探讨教师适应性问题。例如：占

小红等采用视频刺激回忆访谈方法提炼出新手化

学教师教学适应性倾向表征，分析了其中存在的

问题［３］。三是构建教师应变能力模型。例如：陶

蕾构建了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模型［４］；

谢绍平构建了理科教师教学适应性评价指标体

系［５］。上述模型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给教师适应

性测评提供了标准。

通过对以“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为主题的文献

进行梳理后发现，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育研究［６］、

教师的智能教育素养［７］、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

与存在价值［８］、人工智能给教师能力带来的挑战与

机遇［９］等成了当下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然而，

对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环境下教师适应性问题却

鲜有研究。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探究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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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背景下教师教学适应性不仅有利于提高新时

代教师的教育素养，而且能将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教

学这一议题与新时代教育变革紧密相连。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

下教师适应性这一主题，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

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有效推进教师

人工智能背景下课堂教学适应性发展。在此基础

上，描述、比较和诊断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环境

下的教学水平与基本特征，以期在研究、决策、实

践和技术评估层面引导教师“潜心育人”。

１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
的定义

１．１　教师适应性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关注

教学变革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适应性问题。迄今为

止，研究者对于“教师适应性”的认知仍处于百家

争鸣的状态，关于教师适应性的定义也因研究视

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靳玉乐把教师适应性定义

为教师在课程变革中应外界变革要求对自身心理

状态和行为实践作出调整，从而在自我与环境之

间保持平衡的心理—行为特征［１０］。陈实见将教

师适应性定义为教师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实

践进行审时度势的调整，使之与变化的外部环境

相适应，以适应未来环境的要求［１１］。陶蕾等认为

教师适应性是指教师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节

自身认知、知识、能力、情绪等，使之与环境更新维

持动态平衡［１２］。上述关于教师适应性的定义衍

生出教师适应性的内容和本质属性。教师适应性

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心理压力适应，即

技术环境给予教师压力也指明了教学的方向与要

求；二是认知与行为适应，即环境的变化更易引起

教师认知与行为的适应；三是主动适应与被动适

应，即个体与环境的适应既可以是主动适应而产

生增益效应，也可以是被动适应引起减损效应。

１．２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的
定义

本研究根据上述教师适应性定义，将人工智

能赋能教学背景下的教师适应性定义为教师因人

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教学环境变化而“主动—被

动”调节自身教育理念，改善教学行为，转换教学

角色，丰富自身知识，健全能力结构，从而实现

“个体—环境”间的平衡。教师是人工智能教学

适应的主体，而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是教师适应的

要求，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学校教师是人

工智能教学适应的主体，教师的适应阶段是一个主

动建构的过程，即教师努力建构自身智能素养，使

之与人工智能教学要求相匹配。其二，教师通过主

动调节自身心理状态与教学行为以适应人工智能

教学环境的要求。其三，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既为教

师教学提供了诸多教学优势与便利，也会导致教师

适应压力的形成，如：教师惧怕被人工智能淘汰的

焦虑，教师因自身信息素养方面的缺陷而缺乏信

心，等等。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德尔菲法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以保证人工智能教学

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

性。在采用匿名方式广泛征求了一批专家的意见

后，采用德尔菲法对每轮问卷的结果进行归纳、整

理和统计，再通过多次函询和反馈修正，将结果反

馈给专家，使专家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最终形成

比较可靠的结论或研究方案。

２．１．１　专家遴选
德尔菲法专家人数通常以 １５～２０为宜［１３］。

遴选的专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具有课题研

究经验和信息化教学经历的学者；二是在核心期

刊至少公开发表一篇人工智能专题高水平论文的

高职类专家；三是曾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工作的教

育技术学专家学者。为此，本研究邀请１５位相关
领域的专家就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设置进行访谈

与问卷调查，包括课程与教学论教授２名、教育技
术学教授５名、教育心理学教授２名、校长３名和
年级教研员３名。
２．１．２　专家积极系数与权威程度

调查研究中一般用问卷的有效回收率来表达

专家的积极性系数。当问卷回收率大于７０％时，
显示出专家的积极性高［１４］。经过三轮专家调研，

首轮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５份，收回１４份，二、三轮
各发放１５份，收回１５份，问卷回收率依次为９３．
３％、１００％和 １００％，说明专家的积极性较高。采
用专家自评的方式，根据专家对指标体系方案

（Ｃａ）作出的判断，及其对研究主题（ＣＳ）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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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确定其在本研究领域的权威程度（ＣＲ）和计
算权威系数（ＣＲ）。调查结果显示，第三轮调查的
专家权威程度最高，其次是第二轮问卷征询。

２．１．３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是指专家判断指标的一致

性程度，通常用变异系数 ＣＶ与 Ｋｅｎｄｅｌ协调系数
Ｗ表示。同时，将重要赋值均数大于 ３．６、ＣＶ＜
０．２５作为指标条目筛选标准［１５］，将所有指标的重

要程度设定为 ５个等级。专家咨询分析结果显
示，Ｋｅｎｄｅｌ协调系数Ｗ为０．４３２，介于０．４～０．５之
间，可接受。判断的依据系数 Ｃａ为０．８７，熟悉程
度系数Ｃｓ为０．８５，所以第二轮专家权威系数 Ｃｒ
为０．８６，大于０．７，可以接受。
２．２　层次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与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确
定指标权重，在德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

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以及对应的特征

向量，求得不同方案重要程度的权重。本研究对

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对

各层级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最

后，利用ＹＡＡＨＰ软件导入结果数据，计算出各级
指标的权重系数。

２．３　访谈法
为深入了解教师人工智能教学现状及教学适

应性的主体内容，制定半结构性访谈提纲，选取４
名学校教学管理者（包含主管教学的校长 ２名，
年级组长２名）和１２名专职任课教师（教师所属
学科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科学、计算

机７大类）进行访谈。收集访谈资料，对访谈结
果进行整理分析，并通过ＮＶＩＶＯ软件对收集文本
中关于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适应性的问题进行开

放式编码和选择编码，提炼能够反映教师适应人

工智能环境教学的关键语句。然后，对搜集的各

类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初步预设人工智能背景下

教师适应性的内容指标，为构建人工智能背景下

教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提供实践依据。

３　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本研究分析处理了教师及专家深度访谈形成

的文本和录音资料，结合理论文献，建立教师人工

智能适应性指标。

３．１　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和访谈基础
３．１．１　文献部分

在中国知网上以“适应性／教师适应性／教学
适应性／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为主题，对期刊论文
与博硕论文等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了解人工智能

环境下与教师教学适应性的内涵、核心要素、评价

方法等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６８５篇，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共收到各类有
效文献１２８份。同时，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等外文网站以“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为主
题词检索到有效文献４２篇。以此为依据，初步构
建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教学适应性指标体系。

本研究利用 ＮＶＩＶＯ质性分析软件对所有检
索文献中相关维度所包含的关键词展开词频分

析，发现与教师人工智能教学适应相关的关键词

频次从大到小依次为“伦理与安全意识适应”“认

知适应”“行为适应”“心理适应”“生存适应”“教

学环境适应”“适应”，可见，教师对人工智能辅助

教学适应受关注颇多，同时也会受学校、社会等外

部因素影响。

３．１．２　访谈部分
为了给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

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充分的依据，本研究

对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学骨干教师进行深度访

谈，进一步为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实践依据。

３．１．２．１　获取访谈资料
根据预先设计的访谈提纲，通过半结构化访

谈，进一步全面搜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

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维度。在征得

被面谈者同意的前提下，对面谈内容进行全程录

音，将录音和访谈笔记整理成文字资料。

３．１．２．２　核心指标编码与筛选
首先，通过质性研究软件ＮＶＩＶＯ对录音材料

进行文本转换处理；然后，对转换后的文本内容以

及纸笔记录的文本展开综合整理；最后，进行词频

统计分析。通过ＮＩＶＩＶＯ词频分析软件对访谈文
字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词频大于５的从大
到小依次为“伦理”“安全”“认知”“心理”“智能

素养”“行为”“设计”“执行”，其中“心理压力”

“教学认知”“教学设计”“教学执行”等特定词汇

词频数大于５，与教师调查问卷的关键词结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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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异。

本研究最终从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角

度，对访谈内容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归纳，并对教师

在伦理、安全、认知、心理、行为、环境等方面的教

学应变能力进行了真实的探究。最终，结合文献

资料、访谈和理论思考，设定５个一级指标，即教
学认知适应、教学心理适应、教学行为适应、教学

环境适应和伦理与安全意识适应，共包含１３项二
级指标和３２项三级指标（表１）。

表１　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适应性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教学

认知

适应

（Ａ１）

教 育 理 念 适 应

（Ｂ１）

智 能 素 养 认 知

（Ｂ２）

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的认知（Ｂ３）

教育观（Ｃ１）
认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态

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学观（Ｃ２） 认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是目前教育发展的一个引领趋势

师生观（Ｃ３）
认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进一步明晰了教学中的角色与地

位（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结合）

智能素养的内涵（Ｃ４） 全面、正确认识智能素养的内涵

教师智能素养与教学的关系（Ｃ５） 认识教师智能素养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了解人工智能教学的时代

背景（Ｃ６）
了解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新时代教育背景

认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

内涵（Ｃ７）

理解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要素及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中师

生的角色和地位

教学

心理

适应

（Ａ２）

态度适应（Ｂ４）

压力适应（Ｂ５）

认知成分（Ｃ８） 理解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情感成分（Ｃ９） 对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拥有积极情感（如接受、赞同等）

行为倾向（Ｃ１０） 愿意克服困难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创造条件

教学实施压力（Ｃ１１） 对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运用感到困惑与紧张

生存压力（Ｃ１２） 对人工智能技术冲击未来教师职业感到忧虑

教学

行为

适应

（Ａ３）

教学设计（Ｂ６）

教学实施（Ｂ７）

教学目标智能精准设定（Ｃ１３）

学生学情智能分析（Ｃ１４）

教学策略智能精准制定（Ｃ１５）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备课

适应（Ｃ１６）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教学资源和环

境（Ｃ１７）

利用技术引导学生实践（Ｃ１８）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转变学生的学

习方式（Ｃ１９）

人工智技术创新教学模式（Ｃ２０）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实践反思

（Ｃ２１）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制定以三维目标为框架的教学目

标体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情进行智能分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有效制定教学策略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备课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资料的有效搜索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和开发具有原创性的教学资源，或

对现有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根据教学要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创设、模拟与教学内容相

适应的学习环境（如构建个人学习空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引导或组织学生

进行课堂实践，促进学生对知识、技能的了解和掌握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引导或组织学生针对某专题进行课外

科研、竞赛等实践，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如利用移动设

备进行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游戏化学习等）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作用下，根据教学需求、学生特点

创新或改进教学模式并应用于实践教学

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

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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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教学

行为

适应

（Ａ３）

教学评价（Ｂ８）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价的指导思

想（Ｃ２２）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价的内容

（Ｃ２３）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价的方法

（Ｃ２４）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学评价功能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评价学生的科学知识、学习态度与

学习能力，有效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根据评价内容、评价性质等的不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灵

活地选用恰当的评价方法

教学

环境

适应

（Ａ４）

政策适应（Ｂ９）

学校支持（Ｂ１０）

硬件适应（Ｂ１１）

人际适应（Ｂ１２）

政策制定（Ｃ２５） 学校制定了激励教师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有关政策

政策执行（Ｃ２６） 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校颁布的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政策

领导支持（Ｃ２７） 学校领导经常强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教学质量

同事支持（Ｃ２８）
在开展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中，经常与其他教师进行教学内

容、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交流与研讨

硬件设施操作适应（Ｃ２９） 对于人工智能教学设备的操作得心应手

人工智能平台与技术交流（３０）
在开展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中，与其他同事和谐相处，共享

智能技术设备与平台

伦理

安全

意识

适应

（Ａ５）

伦理意识适应

Ｂ１３

安全意识适应

Ｂ１４

教学主体地位（３１） 教师有规避教学主体地位被剥离的伦理风险意识

个人隐私信息（３２） 教师对人工智能化教学管理的隐私信息有保护意识

职业道德规范（３３） 教师对人工智能化教学有孤独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信息安全保护（３４） 教师有人工智能化教学信息安全管理的意识

智能设备安全操作意识（３５） 教师对智能教学设备有规避风险的安全意识

４　指标体系的构建结果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共经过三轮专家咨询，

其中前两轮以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为主，第三轮则

是确定指标权重的过程。

４．１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
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选取过程中，主要依据专家意见集

中程度（主要反映平均值 Ｍ和认同率 Ｒ）和专家
意见协调程度（主要反映变异系数 ＣＶ值），确定

筛选标准［１６］：平均值须满足Ｍ≥３．６（Ｍ值范围为

１～５），变异系数须满足 ＣＶ≤０．２５，不满足上述标
准的任何指标都可以被去除。同时，认可率（Ｒ≥
７０％）作为辅助筛选指标，用作观察专家对指标重
要程度的判断，以使指标的筛选更加科学与合理。

４．１．１　第一轮专家调查结果
４．１．１．１　一级指标
５个一级指标（“Ａ１教学认知适应”“Ａ２教学心理
适应”“Ａ３教学行为适应”“Ａ４教学环境适应”
“Ａ５伦理安全意识适应”）得分均值均大于 ４，表
示这５个一级指标得到专家的一致肯定。
４．１．１．２　二级指标
（１）删除指标。“Ｂ１２人际适应”的得分均值和认

可率都较低，变异系数较大，故指标没有达标。大

部分专家认为“Ｂ１２人际适应”与Ｂ１０中的三级指
标“Ｃ２８同事支持”重复，故将“Ｂ１２人际适应”
删除。

（２）综合分析保留指标。“Ｂ９政策适应”得
分均值和认可率均较低，专家意见存在较大差距，

部分专家认为很多教师对于上级部门颁布的人工

智能赋能教学相关政策不了解，因此谈不上对政

策的适应。经课题组讨论，虽然部分教师缺乏对

相关政策的了解，但他们一旦了解政策就会积极

地研究政策，进而执行政策，逐渐在教学中有效适

应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教学政策。因此，课题组选

择保留二级指标Ｂ９。关于“Ｂ１０学校支持”，专家
的指标评分低于标准值，专家认为很多学校因经

济条件等原因，智能化设备有限，学校没有专门对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给与特别积极的支持。经课题

组讨论，认为学校作为教学第一单位直接与教师

联系，学校的支持将直接作用于教师教学，学校支

持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直接相

关，因此，课题组选择保留二级指标 Ｂ１０。除以上
指标修订外，其他二级指标符合遴选标准（指标得

分均值、变异系数和认可率均达标），故保留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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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

４．１．１．３　三级指标
（１）删除指标。“Ｃ２２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

价的指导思想”得分均值较低（Ｍ＝３．７８），且有
７４．５１％的专家指出该指标过于宽泛，遴选功能较
差，故删除该指标。此外，由于二级指标“Ｂ１２人
际适应”被删除，其相应的三级指标“Ｃ３０人际适
应”也一并被删除。

（２）新增指标。部分专家认为教师和学生是
课堂教学的主体，他们对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态度

直接决定课堂教学质量。因此，部分专家建议二级

指标“Ｂ１教育理念适应”中增加“教师观”与“学生
观”２个三级指标，进一步丰富教育理念指标体系。

（３）综合保留指标。指标“Ｃ５教师智能素养
与教学的关系”“Ｃ９情感成分”“Ｃ１２生存压力”
得分均值较低，且专家变异系数 ＣＶ值较大，专家
对此３项指标争议较大，结合二级指标筛选情况，
暂时保留此 ３项指标。指标“Ｃ２５政策制定”
“Ｃ２６政策执行”“Ｃ２７领导支持”“Ｃ３５智能设备
安全操作意识”得分均值较低，且专家变异系数

ＣＶ值较大，部分专家认为这３项指标过于宽泛，
不好评价。经课题组讨论，教师对政策的执行程

度和领导的支持均可以通过个人问卷和教师与领

导的交叉问卷得以了解，故课题组选择保留此 ３
项三级指标。

除以上指标修订之外，其他三级指标符合遴

选标准（指标得分均值、变异系数和认可率均达

标），故保留并进入下一轮。

４．１．２　第二轮和第三轮专家调查结果
对上一轮专家调查结果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

后，继续查阅与指标体系有关文献资料加以补充

并开展课题组讨论，形成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评价

指标体系专家调查问卷，同时，向专家及时反馈每

轮调查的结果，并对专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给予

积极回应，最后形成指标权重问卷表，请专家对各

级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

４．１．２．１　一级指标
对专家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问卷调查后，经统计

分析得知一级指标得分均值和变异系数都高于标

准，故确定４个一级指标为最终一级指标。
４．１．２．２　二级指标

第二轮与第三轮二级指标体系均无删除指标，但

第二轮专家调查中存在“Ｂ９政策适应”与“Ｂ１０
学校支持”２项指标得分均值依旧不高的情况，专
家意见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但综合考虑“Ｂ９政策
适应”与“Ｂ１０学校支持”２项指标可能对教师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课题组

讨论一致，继续保留此２项指标。
４．１．２．３　三级指标

（１）删除指标。“Ｃ５教师智能素养与教学的
关系”“Ｃ９情感成分”“Ｃ１２生存压力”３项指标在
第二轮仍不符合遴选标准。部分专家认为“Ｃ５教
师智能素养与教学的关系”指标设置与主题相关

性不强，“Ｃ９情感成分”指标设置过于宽泛，此
外，目前人工智能依旧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指标

“Ｃ１２生存压力”的设置过于夸张。综合专家意
见，经课题组讨论，删除 Ｃ５、Ｃ９、Ｃ１２等 ３项三级
指标。

（２）综合分析保留指标。综合分析“Ｃ２６政
策执行”“Ｃ２７领导支持”“Ｃ２８同事支持”“Ｃ３５
智能设备安全操作意识”４项指标的得分和专家
意见，将其强制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虽然第二轮

结果显示该４项指标未达到遴选标准，但经课题
组讨论分析并与专家解释、回应后，在第三轮达到

遴选标准。

其余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在第二轮、第三轮专

家调查过程中均符合遴选标准，故均纳入最终的

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三轮专家调查，依据统计分

析结果，本研究最终确定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

下教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包括：５个一级指
标，１３个二级指标，３２个三级指标。
４．２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权重的确定是采用德尔菲法构建考核指标体

系后，多项指标综合考核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采

用三步确定指标权重的层级分析法，调查员仍为

第一轮专家组的１５名专家，共收到１５名专家对
各指标的赋权数据，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

为１００％。
４．２．１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

应性测评指标体系”为决策目标，以“教学认知适

３５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６期

应”“教学心理适应”“教学行为适应”“教学环境

适应”“伦理与安全意识适应”５个一级指标和
“教育理念适应”“智能素养认知”等１３个二级指
标为中间层要素，以３２个三级指标为底层要素。
通过迈实ＡＨＰ层次分析软件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４．２．２　构造判断矩阵

本研究将比较尺度定为９个档次，其中：１是
同等重要，说明两个要素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９
为极端重要，表示２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

个因素极端重要。

４．２．３　一致性检验
将专家评估结果通过 ＹＡＡＨＰ软件进行数据

整合、分析处理，计算出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教师

教学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权重系数，同

时，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各指标一致性系数 ＣＲ＜
０．２５，表明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评
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系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适应性指标体系及权重系数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同级权重 全局权重 三级指标 同级权重 全局权重

Ａ１教学认

知适应
０．１８

Ｂ１教育理念适应 ０．２９ ０．０５

Ｂ２智能素养认知 ０．３８ ０．０７

Ｂ３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的认知
０．３３ ０．０６

Ｃ１教育观 ０．１４ ０．００７

Ｃ２教学观 ０．２０ ０．０１０

Ｃ３教师观 ０．２２ ０．０１１

Ｃ４学生观 ０．２１ ０．０１１

Ｃ５师生观 ０．２３ ０．０１２

Ｃ６智能素养的内涵 １．００ ０．０７０

Ｃ７了解人工智能教学的时代背景 ０．４７ ０．０２８

Ｃ８认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内涵 ０．５３ ０．０３２

Ａ２教学心

理适应
０．２１

Ｂ４态度适应 ０．５４ ０．１１

Ｂ５压力适应 ０．４６ ０．１０

Ｃ９认知成分 ０．４３ ０．０４７

Ｃ１０行为倾向 ０．５７ ０．０６３

Ｃ１１教学实施压力 １．００ ０．１００

Ａ３教学行

为适应
０．２３

Ｂ６教学设计 ０．３４ ０．０８

Ｂ７教学实施 ０．３８ ０．０９

Ｂ８教学评价 ０．２８ ０．０６

Ｃ１２教学目标智能精准设定 ０．２７ ０．０２２

Ｃ１３学生学情智能分析 ０．３７ ０．０３０

Ｃ１４教学策略智能精准制定 ０．３６ ０．０２９

Ｃ１５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备课适应 ０．１４ ０．０１３

Ｃ１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教学资源和

环境
０．０９ ０．００８

Ｃ１７利用技术引导学生实践 ０．２２ ０．０２０

Ｃ１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转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
０．２１ ０．０１９

Ｃ１９人工智技术创新教学模式 ０．２０ ０．０１８

Ｃ２０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实践反思 ０．１４ ０．０１３

Ｃ２１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价的内容 ０．４８ ０．０２９

Ｃ２２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价的方法 ０．５２ ０．０３１

Ａ４教学环

境适应
０．１７

Ｂ９政策适应 ０．２７ ０．０５

Ｂ１０学校支持 ０．３４ ０．０６

Ｂ１１硬件适应 ０．３９ ０．０７

Ｃ２３政策制定 ０．３７ ０．０１９

Ｃ２４政策执行 ０．６３ ０．０３２

Ｃ２５领导支持 ０．６５ ０．０３９

Ｃ２６同事支持 ０．３５ ０．０２１

Ｃ２７硬件设施操作适应 １．００ ０．０７０

Ａ５伦理安

全意识

适应

０．２１

Ｂ１２伦理意识 ０．６６ ０．１４

Ｂ１３安全意识 ０．３４ ０．０７

Ｃ３１教学主体地位 ０．３５ ０．０４９

Ｃ３２个人隐私信息 ０．３２ ０．０４５

Ｃ３３职业道德规范 ０．３３ ０．０４６

Ｃ３４信息安全保护 ０．５５ ０．０３９

Ｃ３５智能设备操作安全意识 ０．４５ 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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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
测评指标体系解释

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

系。该指标体系包含５个一级指标，１３个二级指
标，３２个三级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体
系进行权重赋值，结果表明：“教学行为适应”在５
个一级指标中的权重最高，为 ０．２３；其次为 ０．２１
的“教学心理适应”与“伦理与安全意识适应”；

“教学认知适应”的权重为０．１８；“适应教学环境”
的权重为 ０．１７。此结果表明，专家一致认为“教
学行为适应”在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

师适应性测评指标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在１３个二级指标中，从全局权重来看，排在
前五位的是“伦理意识”“态度适应”“压力适应”

“教学实施”和“教学设计”。其中“伦理意识”的

权重最高，为０．１４，说明教师适应人工智能教学环
境最重要的前提是尊重伦理道德，良好的伦理道

德是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基本原前提。其次

是“态度适用”，态度决定一切，良好的适应态度

是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优质运行的根本保证。

第三是“压力适应”，对于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

术，诸多教师往往感到焦虑与迷茫，无从下手，尤

其是那些习惯了传统教学的老教师，他们因为年

龄的原因，想学有点力不从心，不学又跟不上时代

的潮流，在教学中因运用智能化技术倍感吃力而

焦虑。这部分教师在智能教学环境下选择遮掩，

敷衍了事。有学者对人工智能焦虑进行了有效探

讨，如赵磊磊对中小学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进行

了现状分析并提出了消解路径［１７］。“教学实施”

的权重为０．０９，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对当
下课堂教学实施的新要求，教学效果必须通过教

学实施来实现，如何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教学成为未来课堂教学实施的新方向，同样也是

新难点，因此，专家赋予 “教学实施”较高的权重。

最后是“教学设计”，其权重为０．０８。教学设计是
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

规律，有目的地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环节，以达到

教学目标的过程。教师能否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有效分析学生学情，高效预测教学趋势，是有效

教学实施的基本前提与保证。因此，专家赋予“教

学设计”的权重较高。３２个三级指标中：“教学实
施压力”居首，整体权重０．１００；其次是“硬件设施操
作适应”与“智能素养内涵”，权重为０．０７０；排在第
四位的是“行为倾向”，权重为０．０６３。三级指标权
重排名前三与“态度适应”“教学实施”“教学设计”

３项二级指标相对应，基本符合二级指标排序。

６　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适应理论与教师专业发展理

论构建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测

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 ５个一级指标、１３
个二级指标和３２个三级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识
别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背景下教师适应性特征，

且易归类，又能比较完整、清晰地对指标进行界

定，对人工智能教学环境下教师适应水平进行科

学、公正、客观、全面的衡量比较与综合评判，为教

师教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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