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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政策因应研究

袁春艳 1， 代 璐 1， 向文霞 2

（1.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2.昌都市教科所，西藏自治区 昌都 854000）

摘要：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各国将教育数字化变革作为重要途径，在擘画数字中国的蓝图下，积极

推进数字化发展，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走向深入的主力军，全国各地以

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提高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整

体水平，国家和各地相继出台政策制度。相比而言，当前西部地区与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还存

在较大差距。本研究聚焦“十三五”收官之际、“十四五”以来，四川、重庆、陕西等12个西部地区人工智能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情况，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在深度融合态势中存在单

一政策供给与多元应用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政策落实的指导性与实践应用的配套性之间存在差距。

据此，有必要生成全域结构系统性政策、价值尺度伴随性政策、实践操作衔接性政策并行的指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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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劳动创造人本身，教育随即出现，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教育内在地“孵化”出智能

技术，是教育融合人工智能的根源肇始。在教、劳分离的农业社会里，以经验传授形式创造出的

“锨”等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智慧试图冲破自然隔膜；在知识服务于“流水线”生产的工业时代里，以

批量式教育指导生产的工业机器标志着人类智慧崭露头角；在强调知识扩大人类活动效益的信息

时代，以教育内理性知识升级重组的数字技术标志着人类智慧实现指数型革新；由此，作为数字技

术代表的人工智能内在地被教育“孵出”且被“融入”。教育追求不断发展是教育融合人工智能的持

续动力。据数字韧性理论可知，教育系统的数字韧性包括教育系统应对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变革

性［1］，尤其包含教育个体借助数字技术形成积极应对教育数字化的基本素养，以“技”助人、以“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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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支撑教育中最大主体与数字世界发展共进。而技术接受模型认为在技术环境中，师生感知到

该技术是易用且有价值的，则会倾向于接受某一技术［1］。数字治理理论主张以数字技术促进公共治

理权利共享，教育及其相关领域则包含于该主张中［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全球

范围内掀起教育数字化浪潮。

学界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研究正值炽热阶段。首先，以技术为缘起，用细粒度化的技术正逐

渐弥补个性化教育中的欠缺。以不断改进的智能感知、智能推荐等破解个性化教学的不足［2］。智能

场域支持教育教学流程、知识供给、教育评价模、教育管理变革［3］；智能技术衍生出的多样化技术在

不同教育环节发挥适应性功能。具体来看，以多模态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智能化

调整学习方式［4］，从学情出发，量身打造每一位学生的求知路径。其次，为保障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

推进的鲁棒性，建立“研—产—教”三位主体协调制衡机制［5］。推动教学高质量转型，利用大数据开

展学情分析、教学资源挖掘，生成个性化教案［6］，充分平衡、扩大教师有效教学的着力范围。最后，智

能教育政策作为引导、约束教育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多种特点。若以多源流理论、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理论与政策工具理论分析中国智能教育变迁，则存在一定局限，中国智能教育政

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多元［7］，在具体规定上体现着试点推广等中国特色。在政策内容中，多涉及教师

智能教学能力、发挥“应用驱动”、强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等［8］。国外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政策因国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各异而各有侧重，而我国智慧教育政策就如何设置人工智能相关

课程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师资队伍等方面尚未完善［9］。在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

区的教育也应乘智能技术之“势”而上，出台与西部地区发展相适应的智能教育政策，充分发挥先行

组织者的示范作用，而目前学界对此相关的研究较为欠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在全国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态势下，各地区相继出台有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发展

的政策指示，以促进和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进程。本研究以网络调研概览西部地区各教育厅

相关政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为主，以有关的文献研究为辅展开，浏览749个官方网站，

其中与调研主题相符的政策文本和应用报道共计143项。当前，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人工

智能与教育融合程度，与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据此，分析西部地区人工

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从政策构架到应用实践的实然状态及其内在症结，对于促进西部地区人工智

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建构与应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现实诉求

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有着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生成场域。回溯科学技术的数字

化进程，教育数字化的进阶历程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提供了技术迭代的内生源动力。聚焦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赋能数字化教育纵深发展提供战略内驱力。

同时，放眼国外数字教育动态，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正乘国际之势而阔步前行，充分彰显出中

国式数字化教育发展的时代引领力。这三股力量正为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打造出

“由技及势”的引领趋势和多维动力。

（一） 内生源动力：科技迭代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中各环节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提供刚性能源，其理性根源是不断改善进阶

的数字技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这一整体性工程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得以进展。在

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大规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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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性增长的效果。从发展历程来看，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历经多次“浪潮”之后逐步奠定

了技术基础。1924年，美国心理学家普莱西经实验制造出第一台用于测验的机器，开启人工智能教

育的萌芽；1960年，自PLATO系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被研制出来，成为人工智

能技术进入黄金期的标志之一；20世纪 70年代进入低谷，80年代开发出用于辅助教学设计决策的

前专家系统 IDExpert。20世纪 80年代再次进入低谷后，1996年第一个自适应系统开启延续至今的

教育人工智能热潮［10］。自 2017年人工智能元年之后，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多重叠加，打造出虚拟仿真系统、自适应学习系统、虚拟情境化交互体验学习系统等高技术含量的

多态类资源［11］。近期，人工智能最新技术ChatGPT更是开辟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新界域，加速了知

识传授过程，让学习者以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和应用知识［12］。人工智能是人体功能外化的最新表现，

是人类智慧走向又一高潮的成果；人类竞相追求更加高效的教育系统以触发生产效能、延续累积的

人类文明；而人工智能的历史性脉络更证实早期的人工智能技术被有意识地与教育结合，如今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依托数字化技术变革传统教育，正推动教育结构模式革新迭代。

（二） 战略内驱力：顶层设计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习近平主席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

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

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13］。我

国 2022年启动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全新设计开通国家智慧教育门户，按照“三横三纵”

定位（“三横”指德育、智育、美育；“三纵”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构建资源布局等，人工智

能技术的深度普及涵摄于这一总战略行动之下，并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提供航向支持。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其出台的一系列具有广泛性和稳定性的规划

政策往往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存在形式和外在表现形态［14］。如今，中国的“智慧教育”实际上是为了

实现教育目标而将教育内容、流程进行自动化和标准化，其中实现“智慧教育”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广

泛纳入教育的多个环节［15］。人工智能技术正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人机协同、共建融合的时代。一方

面，我国聚焦科技赋能教育，为全国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深入输出作战略引导；另一方面，针

对“卡脖子”等技术问题，我国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科学技术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教育与科技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持。”同时，报告提出要推进

教育数字化，把数字化建设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联系起来。2023年两会上，有代表建议“加强中小学

技术能力培养培训，提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能力，以科技赋能教育，为中小学教师

减负”［16］。可见，从国家顶层设计和宏观部署层面来看，我国着重利用智能技术推进教育个性化，推

动各级各类教育数字化，这为我国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强劲的战略内驱力。

（三） 时代引领力：世界共识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国际社会普遍达成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面对人工智能，世界

各国正着手战略调整和教育改革。据英国牛津洞察智库2022年1月发布的《政府AI就绪指数报告》

称，全球已有约40%的国家发布或将要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17］2022年，来自全球的各龙头企业

通过成立联盟、战略合作等方式深度协作，充分发挥各自在 AI领域的比较优势。其中“超级 AI联
盟”备受业界瞩目，其成员包括LG人工智能研究院、谷歌等 13家公司，涵盖了 IT、金融、教育、医疗、

制造和电信等多个领域［17］。欧盟在《人工智能对学习、教学和教育的影响：面向未来的政策》中指

出：“什么是人工智能，其对学习、教学和教育的影响，面临的政策挑战。”经合组织在《教育中可信赖

的人工智能：承诺和挑战》里强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地位，数字化时代的技能以及当下面临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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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挑战”。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随学习的速度改变》中指出：“技术在教育中发生角色

转变。”［18］教育人工智能将满足人类文明进阶数字时代进行智慧“再生产”的要求。智慧“再生产”之

前，“集大成”，才能“得智慧”，即引导人们集知识、能力、智力、经验等多方面的力量，引育并举，最终

获得智慧、取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19］。传统工业社会中教育的“集大成”主要靠人力的简

单整合发挥加和性作用，陈述性知识、重复性教学、长期性管理等耗费精力大、时间多。人类文明迈

入信息时代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愈发推进教育质量指数性“集大成”的态势。

全球数字化大背景下，国际社会竞相营造的教育数字化大环境，成为切实推动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外在引领力。

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实然形态

相比我国中部、东部，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欠优越、经济发展较滞后是造成该地区欠发达状态

的根本性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是弥补西部地区发展缺陷的弥补性战略，旨在激发我国各区域协同

发展动力。在推进各地区教育协同数字化进程中，基于西部地区数字教育现状生成智能教育政策，

发挥其规范、引导、调节功能，推动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呼应区域协调发展。从四

川、重庆、陕西等12个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及其政策的数量统计、调查分析可见，西部地区人工

智能与教育在深度融合态势中存在着单一政策供给与多元应用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政策落实

的指导性与实践应用的配套性之间存在差距。

（一） 呈现宏观规约的政策供给格局

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建构情况足以反映其顶层部署及作用发挥态势。总

的来看，西部地区出台的相关政策初步构建了宏观规约的政策供给格局，正逐步形成满足多维数字

化教育需求的多元融合生态格局。

首先，政策供给缺失面向需求的精准性。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规划的细粒度置于

中东部地区之后，整个区域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政策呈现显著的宏观格局，政策总体处于表层的宏

观形态，欠缺精准应对需求的具象化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在优化技术整体布局。已

调研的政策文本和应用报道中，涉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的文本有94个，占比约66%。在西部地

区颁布的政策中，整体布局普遍体现在将技术纳入教育教学中。如：2022年，甘肃省建教育数字化

共建共享机制，建设AI、VR/AR/MR、图书馆、博物馆等多类型教育大资源［20］；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

区打造建设数字教育新基建，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化服务平台［21］，加快推进信息网络、平台体系、创新

应用等新型基建统筹与规划，以数字技术提升各类教育发展水平；2022年，四川省规划充分运用科

学的测评方法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逐步开展计算机网络测试、人机交互测试等，不断提高质量

监测信息化水平［22］。二是鲜明的时局价值引导性。在已收集的政策和相关报道中，具有明显的时

局价值引导的有 111项，占比约 94%。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奠基石，相应要求落实乡村文化振兴计划，而乡村教育发展振兴成为乡村文化振

兴的支柱之一，也成为乡村振兴的智慧动力。2023年，陕西省深化“陕西教育扶智”应用，推进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资源共享应用，开展乡村小规模学校网络结对帮扶工作［23］。在教学过程中的

价值定位上，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的各环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与社会功能，培育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素质人才［24］。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探索开展“数字马院”建

设，利用VR、AR等信息技术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25］。2023年，重庆市建设思政教育宣传平台，参与

教育部“云上大思政课”平台建设［26］。可见，西部各省市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政策供给上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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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性和框架性。

其次，政策规划欠缺全面系统性。“任何大型社会过程或事件一定比我们能制作的图解更复

杂”［27］。西部各地正在深入探索契合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政策，从目前西部地区已出台的政策

来看，这一政策体系仍欠缺全面系统性。经统计，与以下两方面有关的政策及其有关文本占比均不

足 30%。一是政策范围覆盖的主体缺乏全面性。2022年，云南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应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特殊教育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提高残

疾儿童青少年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沟通交流、学习生活的技能［28］。其中，提及主体为残疾儿童青

少年，对于进行技术引进、新基建和教学场景打造的主体没有列举或规定，为规定的责任落实造成

一定的主体模糊性。二是政策执行的落实标准缺乏系统性。系统是一个整体，整体的作用发挥需

要部分进行有机组合、同向蓄力。同理，政策的落实标准作为生成性系统，其内部多个要素的有序

配合必不可少。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加快构建自治区基础教育装备标准体系，以教育装备研究中心

和中小学创客及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中心为依托，开展教育装备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案的应用推广

工作，促进教育装备产品技术与学校管理和学科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9］。其中，装备数量、具体技术、

管理方式、应用方案等有待进一步分类制定总体要求。2022年，四川省达州市规划要推进智能时代

信息化建设，加快构建教育新基建体系，推进校园基础设施环境智能化改造升级和开展“智慧校园”

建设［30］。对于数字教育新基建招标体系、智慧校园的各方面建设标准及其体系说明等，需要进行分

层规划和分类廓清。

最后，政策制定缺乏实际操作性。理论指导实践，实践的可行性反向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在西

部地区现有的人工智能教育大格局中，可操作性的政策正在逐步制定出台，但仍有两方面表现出政

策缺乏实操性。经统计，在已收集的政策及其相关文本中与以下两方面有关的政策及其有关文本

占比均不足 30%。一是政策与实践的耦合度不高。在实际教育场景中，将政策的设想性变为实践

的具体性，这需要在政策与实践之间形成宏观合理性下的微观耦合。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推出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项目，组织 2 000名骨干教师参加研修，内容包括职业教育信息化制度标准、

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制作应用、混合式教学组织实施，以及 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31］。在教师研修之前，对于参与教师已具备的教学素养、教学经验、进修期待等方面通过

一定方式形成统计总结；再针对教师已有水平展开数字化研训，旨在精准化提高教师的多方面素

养。该省还通知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通过自行建设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专递课堂的可持续建设

和按需迭代升级；在专用教室（录播室）或班级多媒体教室基础上配置远程互动教学设备（包括互动

控制管理设备、视音频设备、辅助显示设备等）［31］。在调查中发现，因各省市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

呈现发展的特殊性，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从政策到实践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政策制定与其执行的匹配

度还不够。二是缺乏预防工具理性僭越的伴随性警示。技术投入实践时缺乏质的坚持和度的把

握，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本质关系表现在“人机”关系上，如果过多强调技术的使用，而非着眼教

育对人性、人格的培育塑造，这势必会造成教育主体与智能技术之间地位颠倒的异化状态。2022
年，遵义市教育局探索创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有效模式，将信息技术贯穿课前、课中、课

后，高度关注衔接，更加关注学情，突显“一破、五优、三提高”，即利用信息技术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不

能解决的重难点问题，优化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结构、过程方法、监测评价，提高课堂教学针对

性、精准性、有效性，实现以学定教、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成效［32］。2022年，重庆市黔江区计划打

造数字化校园，更新交互式多媒体设备 320套，升级改造 6所学校校园网络和 9所学校校园广播，新

建计算机教室 2间、资源教室 1间、理化生实验室 4间［33］。实践表明，在科学技术应用于人类社会生

产生活历程中，逐渐演化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对价值矛盾。据此，无论是将信息技术贯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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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环节，还是建设数字校园，都需要预先设立以坚定人本主义为出发点、以建立工具理性尺度

为边界的警惕性、伴随性规定。

（二） 多维需求的融合生态格局

系统思维以多层次、多角度、多网络的多维坐标扩充人们的认识空间，这是一种分析、把握复杂

事物及其内在关系的科学思维方式。在系统思维指导下，西部地区打造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

应用格局勾勒出具备西部地区特色的系统轮廓，正在形成满足多维需求的融合生态格局。

首先，建设融合学科生态。学科是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相同或类似知识的集合体，学科承载的

是人才培养功能的实现［34］。人工智能嵌入教育场域，使得教育烙印上数字化属性，这不仅体现在应

用中，还表现在设置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将人工智能与已有学科相结合等学科创新和建设工程上。

重庆计划从2020年起大力建设一批智慧教育示范学校、打造一批应用示范智慧课堂、开发一批人工

智能与机器人编程课程［35］。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的设置，是在理论上对教育数字化的直接把控，为相

关课程的扩展奠定理论基础，为相关人才的培养积累元储备。2023年，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联合学士学位项目通过课程共建、师生互派、

交叉融合等模式，建设计算机知识与金融知识融合的课程体系，共同培养既通晓金融理论，又能掌

握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具有跨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金融科技人才［36］。

2019年，甘肃省兰州工业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成立［37］。数字科学与传统学科融合，是信息时

代传统学科发展现代化的一大表现，连结配适两类学科之间的共通点，挖掘二者之间的耦合处，逐

步打造出包含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学科生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研收集的政策和有关报道中，

仅有 31项预期或已经开设“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学科，整个西部地区数字化学科建设尚存在

规模零星、经验薄弱等问题，这需要在研究人工智能和多学科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实践应用、实际硬

件设施配置、人才软实力建设过程中探索前行。

其次，打造场景应用生态。在本研究的网络调研文本中，涉及人工智能应用教育场景的政策文

本或应用报道共108项，占比约76%。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场景化”逐步成为技术集成的载体，驱

动教育空间创新，发挥场景效能，从而帮助学习者实现高频、高创、高感知的学习形态［38］。在推进人

工智能与教育深入融合的实际过程中，将不同类型的智能技术应用于不同教育环节，组合成带有智

能特色的数字教育场景。一是打造感性智能与理性智能交织的教与学场景，培养具备信息素养的

教学师资力量。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建成省级教育云大平台，汇聚区内外数字资源 4 800多万

件，每年为社会培养 1 500多名“人工智能+学科专业”复合型未来教师，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测评合

格率达到 98.8%［39］。2023 年，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 VR 虚拟仿真教室、全息互动教室。基于

AR、VR技术和感知智能设备，虚拟还原了可视化企业实践教学场景［40］。西部地区多个省市从教师

培训和教学辅助设施入手为智能教育场景建设输入有温度的教师引导和有效率的技术支持。二是

打造技术融入物理空间的学习场景。2022年，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超级

轨迹、智能灌溉、3D打印、无人机等兴趣编程［41］。2021年，青海民族大学为满足个性化教育和在线

学习需求，设置了多间智慧教室，室内通过装设不规则样式桌椅、互动屏幕、触控一体机等，开展探

究性、研讨型教学活动，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引领学生实现高效学习［42］。

2022年，青海省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招标开启智慧教室建设项目。三是打造全面且精准的教学评价

体系。2023年，重庆市合川区开始利用“教学全场景数字化采集系统”“大数据监测管理系统”，采用

“教师精选时长作业－学生纸质作答扫描－平台数据分析反馈－个性作业靶向投放”模式，实现了

作业管理从“可视”到“可控”的转变，作业布置针对性更强，并且能实现个性化“靶向作业”，全面实

现教－学－练－评一体化［43］。2022年，遵义在推进“双减”过程中推进精准化评价模式，分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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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评价，在学科教学检测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利用“一起作业”“七天网络阅卷”“希沃易课

堂”等APP软件，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分类练习，并形成分层分类评价［44］。四是打造兼具宏观与

微观的智能教育管理场景。一方面，西部地区正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行区域性教育管理，云

南省教育厅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支撑，建成对在校学生全过程监管、全链条反馈的动态预警干预系

统，在全国首创控辍保学新模式，确保了云南省“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全面提升了教育综合治理水

平［45］。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根据自身情况采用智能技术辅助学校管理，重庆邮电大学将 5G与人工

智能技术相结合，对学校公共区域进行布点监控，通过连接公寓动态管理平台实现对学生行为的实

时监测、预判及预警［46］。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场景应用生态体系在政策的引领与支持下不

断完善与优化。

最后，形成外延合作生态。本次调研中，有关跨领域、跨区域合作的政策和应用报道共计60项，

占比约 42%。以合力生成动能，“在内部蓄力，向外界借力”正成为西部地区教育数字化走向深入的

又一途径。一是构建产教研融合生态。产教研融合模态是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分

支力量。对于“产”“教”两方面的结合，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分为“生活资料生产”［47］和“人类自身生

产”［47］。早在2015年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将

产教融合理解为理念、机制、途径，提出产教融合的目的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活力［48］。2020年，全

国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产教协同创新联盟在西安成立，全国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产教协同创新联盟将

依托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这一大平台，不断探索新时代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新模式，推动创新发

展［49］。西藏自治区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了校企合作企业数据库，现有 80余家校企合作单

位［50］。二是构建跨区域协作生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已与浙江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合作建立了石嘴山教师研修中心、教师教育创新基地、专家工作室等，形成

依托高校培育本地教师成长的新机制，为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提供外部辅助力量［51］。扬州大学新

闻与传媒学院“Robot 再出发”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开设了 scratch 编程课程与机器人搭建课程，以

“STEAM”模式展开教学，旨在通过趣味的教学形式、充实的教学内容丰富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了

解［52］。由此，建构东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应用对接格局，助力跨区域数字教育精准

合作，为大范围建立跨区域帮扶建立范式。

三、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

政策具有积极性导向功能，即规定目标、确定方向，将社会活动从复杂的、多面的、相互冲突的、

漫无目标的状态纳入明晰的、单面的、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轨道，使社会有序地发展［53］。为助力西部

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完善当前的政策供给，基于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价值诉求、

西部地区的特殊场域形态，从宏观、价值、微观三个维度提出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政策应对。

（一） 搭建宏观架构：形成全域结构系统性政策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政策的宏观且非全域系统性的不足，有必要

构想、制定和提出涉及全域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政策。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无论

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道德等，它们中的每一部分与其他现象相互关联、

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处的全域结构性是指在目前参差不齐的政策格局基

础上，合理制定宏观政策，在政策上建造各部分各结构的多个支柱，形成静态支撑。系统性则是指

在全域结构支柱建立之后，发挥支柱之间的协同关联作用，形成动态支撑。因而，在树立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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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发挥其内在的联结能动作用。一是需制定均衡的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供需理论之下，

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的定力。同理，政策作为行动指南，

其定制供给范畴与满足现实范畴应是一种平衡状态——在供给侧上，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政

策的机理耦合之处、基本内涵、理论依照等方面应予以研究；同时，在标准规约、人才供给、研发及其

产品供给等方面应科学分类。二是要制定明确的主体性政策与客体性政策。即人工智能与教育深

度融合政策中的角色偏向与转化，如：颁布的某一政策，明确政策中的主体范围和客体对象，如某一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政策中偏重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受用者，由此受用者成为这一政策的

主体；若该政策强调对政策对象的辅助，那么实施者则相对转化成该政策的客体；如此，利于形成责

任“对号入座”的有序推动力。三是形成适度的启发性政策与限制性政策。这一对政策体是从推动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动机机制上考量的。在启发式教学中，要求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主动性，利用教学方法和技巧最大程度启发、引导学生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将被动学习

转为主动探求［54］。与此类比，政策的属性也可以内在蕴含启发式动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

的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程度还远不够，因而在有关政策雏形之际，以政策中落实的受用人为主

体，嵌入激发内外部动机的辅助性规定，发挥政策的牵引作用，如：有关效果奖励、探索教育进步、带

动该地区发展等。同样也需要注意对度的把握，大力支持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伫立边

界隔离地带，即与此对应的技术安全、违规禁区、社会问题等限制性政策也应明晰。

（二） 凸显价值引领：形成价值尺度伴随性政策

人工智能是一种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计算性的机器创作，它与教学主体之间的交互往往表现

为程式化的互动［55］。从本质属性上来看，人工智能被应用到教育范畴的过程是理性因素及其集合

体融入教育的过程，也是“数字教具”诞生的过程。从价值逻辑来看，人工智能作为理性工具，“走

进”充满人类复杂特性的教育中，自然内生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对矛盾体。正如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所说，价值理性注重合理的过程、正确的目标，以达到内含一定价值的目的为价值归宿［56］；

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

段’，以期实现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57］。因而，从正确价值定位来讲，应该在

前实践政策阶段预先铺设正确“轨道”。一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度区分的向导规定作为伴随

性政策植入有关政策中。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作用控制在“锦上添花”的高度，以有意的价

值配置避免工具理性跨越价值理性，阻止纯粹为了智能化而使用技术且遏制促进以人的全面发展

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生态形成。如：在作出教育数字化的技术引进部署时，对技术的应用教学管禁

区、坚持人本原则、技术使用量性质性范围等明确界限。二是将“人”“机”之间的竞合关系定位作为

伴随性提示植入政策规定范畴［58］。人工智能发展导致人的主体性向技术让渡［59］，这成为肢解人类

主导教育活动力量的隐患因子。在政策中表明“人”“机”之间的本质关系，是规避“人”“机”关系异

化、维护教育赓续人类智慧的重要防线。如在教育过程中制定相对各教育主体与技术客体之间的

关系引领、交互表现预设、异质关系警示等“人”“机”主次关系规范，并在实际过程中降低人类智能

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偏差。

（三） 着力微观执行：形成实践操作衔接性政策

政策具有前瞻性和理想性，但行之有效的政策绝非脱离实际、束之高阁，而是同实际行动环节

实现高度匹配。针对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政策现状，加强实践操作中衔接性政策的制

定与出台。

一是拟定各级各类各环节的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入融合政策。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解决资

源配置，教育问题涉及课程与教学的管理问题，最微观的课堂、教师、孩子、家长等方面的问题，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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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目的有针对地参考适配的政策以分而治之、分而支持［60］。所以，可操作性政策的特征之一是填

补政策空白地带并达到弹性状态，确保政策可层层分解，任意人工智能与教育耦合的环节都具有政

策依据和制度保证。二是建立必要的反馈性问责依据体系。问责的本意指对责任及履职状况的阐

明，包含责任的明确、履职情况的考察及对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等［61］。从协定宏观到中观，再到微

观政策，对于已建构的制度性政策体系，是否执行？效果如何？有何意义性的经验和教训？如此，

运作反馈性问责体系以警告性询问倒逼政策“变现”，汇聚政策“群”合力，监督政策落实扎根多环

节、全过程，才能打破政策被束缚于文本上的壁垒。

人类社会步入智能文明时代，数字化成为人类社会接续创造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强大力“器”。

我国各地在数字强国战略的部署下、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积极深化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数字

化变革。坚持问题导向，坚定教育转型，有目的地打造一个有合理序列、有意义导向、有可行机制的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群”。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在进一步升级，为弥

合理论与现实上的差距，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格局正在迈向结构系统性、价值鲜明性、

操作精准性的新阶段，全方位系统性解决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

为推进教育数字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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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in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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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digitization, countries are taking digit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Under the blueprint of creating a digital China, various fields are actively promoting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main force driving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in various 
ways, degrees, and aspects is promoted throughout China.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China and its various region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policies and 
system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digital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in 12 western regions, including Sichuan, Chongqing, Shaanxi, etc., at the end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nd since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fte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imbalance between single policy supply and multiple application demands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in western region, there is also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guidanc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generate a 
guiding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structural and systematic policies, value scale accompanying polici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al linkage policies in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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