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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字化赋能物理教学】
编者按: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学物理教学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教学资源的获取、教学过

程的实施,到学习效果的评估,数字化技术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期专题选文,我们看到了数字化

技术在物理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和显著成效。 通过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资源、信息技术、现代科技工具

等,可以成功地将抽象的物理概念和实验过程具象化、可视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也为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探究空间。 然而,数字化赋能物理教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

的同时,保持物理教学的本质和特色? 如何平衡技术运用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

们在推进数字化物理教学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数字化技术将为物理教育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活力,为培养更多具有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贡献力量。

张力与限界: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物理教育中何以何能

荆　 鹏

　 　 【摘　 要】AIGC 技术基于漫长的研发历程,实现了从萌芽到融合再到崛起的范式转变。 相较于人文社科

领域的理论分析与意义探讨,关涉自然科学的对话,尤其是关于基础教育阶段物理教育领域内容时,AIGC 的

现实表现亟须探查。 研究选取搭载 GPT - 4 的 BING AI 作为测试对象,从教、学、评三个维度进行多轮测试后

发现,现阶段其在物理教学场景中已初具实践价值,但存在应答真实性缺失、易致思维惰化和诱发伦理安全等

风险隐忧。 在物理教育中使用 AIGC 应聚焦学科育人价值,警惕教学意义被技术侵蚀;明晰人技关系边界,防
范教学主体的思维异化;延拓技术应用场景,革新教学过程的时空范式。
　 　 【关键词】AIGC;物理教学;核心素养;教育数字化;物理教育

　 　 自 2022 年底 Open AI 公司研发的 ChatGPT 问世
以来,其凭借超乎预期的强大能力,在全球掀起了现
象级的风暴。 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以下简称 AIGC)爆火的当下,以文
心一言、通义千问、星火认知、智谱清言等为代表的
本土大语言模型也迈入蓬勃发展期。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
育变革创新[1]。 在教育领域,AIGC 其呈现出的认知
性强、通用性高等强大能力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和研
究者的持续关注,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携至来了新的
机遇。 纵观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风险治理[2]、
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与变革[3,4]、语言教育[5] 等方
面,在物理教育中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尚存空白。 鉴
于此,梳理 AIGC 的迭代历程和呈现特征,立足物理
学科属性探查 AIGC 在教学过程中的实然表现与现
实挑战,旨在为 AIGC 赋能物理教学提供参考。

一、祛魅:AIGC 的迭代历程及其内涵属性
AIGC 被认为是继 PGC、UGC 之后的新型内容创

作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迭代发展,AIGC 技术和
其产业生态步入了发展快车道,明晰 AIGC 的发展历
程、内在机理与特征属性,是科学规范使用 AIGC 赋
能教学过程的基本前提。

(一)AIGC 的迭代演变

AIGC 技术基于漫长的研发历程,实现了从萌
芽、融合再到崛起的迭代演变,如下页图 1 所示。 在
二十世纪中后期,从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提出
图灵测试以判断机器是否具有人类智能[6] 到 1966
年的第一款对话型机器人 Eliza[7] 问世,再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IBM 的实验转录系统 Tangora,受限于
技术水平,AIGC 此段时期仅在小范围进行调适实
验。 随后一段时期,AIGC 开始从实验性转向实用性
研发并进行技术积累沉淀,如 2012 年微软展示全自
动同声传译系统,可以将英文语音自动翻译为中文
语音[8]。 同时,机器深度学习算法持续迭代,加速了
AIGC 的蓬勃发展,从古德费洛(Lan J. Goodfellow)的
生成式对抗网络 GAN 提出到 Style GAN、DVD - GAN
模型和 Stable Difusion,AIGC 逐步在文字、图像、视频
等多种形式内容的生产上发挥作用。 近年来,资本
市场的大量资金流入为全球范围内 AIGC 的颠覆式
增长注入了动能,以多模态、生成算法、预训练模型
等技术为代表的累积融合,催生了 AIGC 的大爆发,
刷新着包含教育领域在内的各行业的认知。

(二)AIGC 的特征属性

作为新型内容生产形态, AIGC 利用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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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IGC 的迭代历程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优化算法等技术来自动
生产内容,并随着训练数据增长和模型的规模扩增,
其正在进行从感知理解世界层转向创造生成世界层
的跨越。 从技术层面而言,AIGC 对数字内容的生产
加工可分为三个维度,一是数字内容孪生,即将现有
的数字内容从现有维度映射到另一维度,也就是说,
对内容进行智能转译或现实增强;二是数字内容编
辑,即在对内容的理解基础上进行属性控制和编辑
修改;三是从海量数据中持续对抽象概念进行学习,
并通过算法组合形成原创内容,典型的应用场景为
文本、图像、音视频的生成,此维度也是在教育领域
指涉最为广泛的应用。 这一过程涵盖数据收集、数
据处理、模型训练和内容生成四个环节。 AIGC 在提
高内容质量、效率和创意,以及形塑数字内容创生与
交互新模式方面蕴含巨大潜能,呈现出交互性、生成
性和拟人性的特征属性。 具体而言,一是以对话应
答革新叙事逻辑,具有交互性。 AIGC 可根据用户在
预设的不同语境和话题下的输入或目标来生成相应
的内容,同时通过反馈来调整或改进对话内容,有效
提升用户的交互体验。 二是以预训优化革新叙事手
段,具有生成性。 AIGC 经由海量数据和科学模型来
训练和优化可获得包含且不限于文字、图像、视频等
形式生成结果的持续改善。 三是以共情神入革新叙
事语法,具有拟人性。 AIGC 的内容生成不啻为简单
复制或模仿已有内容,而是要赋予内容一定的“情
感”,在一定程度上,其可以模拟人的思想、情感、创
造力等表征,继而创作生成具有“人情味”的内容。

二、入场:AIGC 在物理教育中的价值旨趣
AIGC 的内容生成、话语理解、知识问答、逻辑推

理等维度的能力在物理教育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能。 本研究选取搭载 GPT - 4 且具有联网功能的
BING AI 为对象,从教学层面、学习层面和评价层面
对其进行多轮测试。

(一)教学层面:AIGC 何以赋能教师专业发展

AIGC 的迅猛发展将对教师教学的各环节要素
产生结构性影响,如在模拟课堂情境、创生教学资源
等方面帮助教师开展差异化教学,并提升教师的工

作效能,为其采用高效、开放、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提
供了可能。 教师作为 AIGC 融入物理教育的关键利
益相关者,亟待具备运用 AIGC 技术工具提升教学的
知识技能与创新教学方式手段的素养。 因此,厘清
AIGC 何以赋能教师专业发展,以探索构建赋能路径
既是当务之要,亦是长远所需。

1. 模拟课堂情境测试
AIGC 能实现根据教学需求定制化模拟课堂情

境,包括但不限于学生的情感、互动和参与度。 这种
模拟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和逼真性,可辅助教师多视
域了解学生思维方式、常见问题和兴趣所在,为教学
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本研究先对不同类型学生的划
分标准予以说明,使 BING AI 模拟六类学生进行时
长为 45min 的“牛顿第二定律”的讲授课,发现其可
以对不同类型学生的表现进行高效模拟(见表 1),
并以学生身份提出了具有一定启发价值的问题,这
为实现个别差异化教学提供了有效参考数据。

表 1 　 模拟不同类型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模拟学生

类型

提问

次数

回答问题

次数

无法理解

次数

参与

度

兴趣

度
自信度

知识水平高、
高兴趣

5 5 1 高 高 高

知识水平高、
低兴趣

2 3 2 低 低 高

知识水平低、
高兴趣

4 1 4 中 高 低

知识水平低、
低兴趣

1 1 5 低 低 低

知识水平中

等、高兴趣
3 4 3 中 中 中

知识水平中

等、低兴趣
2 2 3 中 中 中

　 　 2. 教学资源生成测试
教学资源生产方式正从人工创造转向智能生

成[9]。 AIGC 可根据教学需求生成多样化的教学资
源,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和互动式模拟等。 这
些资源可以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培养问题解决能
力,从而丰富教学手段,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物
理概念和原理。 如向 BING AI 提出问题“能否设计
一个 MATLAB 代码,将牛顿第二定律可视化,辅助教
学”后,根据其所给答案运行代码得到相关图像以可
视化抽象概念,运行结果如下页图 2 所示,既增强了
学生对物理原理的理解,又提高了教学的互动性和
趣味性。 AIGC 所具有的这种教学辅助工具价值,实
际上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和扩展,通过动态模
拟和实时数据分析,辅助教师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
观察到物理现象,从而加深对物理定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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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ATLAB 运行结果

(二)学习层面:AIGC 何以赋能核心素养提升

AIGC 可依据学生的理解水平和学习风格,通过
模拟教师启发引导、辅导答疑、针对性监测评估等形
式提供个性化教学资源和指导,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和批判性思维,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1. 模拟教师启发测试
AIGC 无法完全取代真实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但

可通过模拟教师角色,采用开放式问题来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和讨论,帮助学生组织和梳理知识生成思
维导图,引导学生通过反思和自我评估等多种方式
进行思维启发,提升学习效果。 通过对 BING AI 进
行多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一节的模拟教师测
试,发现其能遵循学生的认知顺序逐步引导和准确
地呈现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概念、原理、相关公
式,并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其教学策略和语言表达
(见表 2),同时其通过问题、案例等方式激发学生的
思考,促进深度学习发生。 在监测评估方面,其可以
根据提问者的学习过程和表现,较为准确地监测并
评估其学习水平,包括知识掌握程度、理解能力、应
用能力、创新能力等不同方面,并给出相应的评分和
建议。

表 2 　 模拟教师在不同课堂环节中的表现

课堂环节 语言表现分类 语言表现次数

引入 提问、启发、引导 3

新授 讲解、演示、示例 6

练习 布置、监督、评价 4

复习 总结、归纳、回顾 3

拓展 联系、延伸、探究 4

　 　 2. 辅导答疑效果测试
AIGC 在辅助学习,尤其是在提供个性化学习路

径和解决学生疑难问题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 使用
BING AI 对 2021—2023 年高考全国卷中的部分试题
进行正确率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发现正确率存在
“选择题 > 填空题 > 简答题”“无情境问题 > 简单情
境问题 > 复杂情境问题”的关系,正确率的高低排序
说明 AIGC 在选择题和填空题方面较为擅长,而在简

答题,尤其是涉及复杂情境的问题上准确性还有待
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图像作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物理问题解决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遗憾的
是,目前 BING AI 在图像处理方面的能力不足,多数
场景需由语言描述进行弥补,或与其他插件配合使
用,但其交互式讲解和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提供定
制化的教育服务,彰显了在辅导答疑方面所具有的
独特优势。

图 3　 习题测试正确率

(三)评价层面:AIGC 何以赋能科学评估反馈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对教学效果的
基本判断,为教学活动更有效地开展提供基本的依
据[10]。 然而,评价的主体多元、视角多样,导致评价
过程复杂、标准不易把握。 AIGC 的多源数据和多维
分析技术,可实现对学习者学习历程的动态评估和
精准诊断,纳入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不同主体的
评价需求,有助于生成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
物理教学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规范性。

1. 课堂话语评价测试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将使智能技术减负、提质、增

效的功能属性持续放大,为创新课堂评价手段提供
新动能[11]。 AIGC 根据课堂中提取的对话数据文本,
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分析评估话语要素的
准确性、科学性与规范性;利用情感分析技术评估课
堂氛围和学生情绪反应,通过可视化技术得以呈现,
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并针对性地调整
教学方法和内容。 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堂表
现,AIGC 还能生成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帮助学生针
对性地改进。 同时,还可评估教师的教学质量,提供
教学改进的建议。 在测试环节,先向 BING AI 表达
了课堂评价的基本理念遵循,而后其对测试样本为
“牛顿第二定律”的课堂录音进行转录和编码,从教
学内容的准确性、教学方法的适用性、教学互动的有
效性、学生的理解程度四个维度分析了师生的话语
内容,包括对牛顿第二定律的定义、解释、例证和应
用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情感
态度,并给出了中肯的改善建议。

2. 试题命制生成测试
AIGC 提高了试题生成的技术效率,通过算法自

动化处理,能够迅速产生大量基于特定参数的试题,
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能力水平和学习偏好,生成
不同难度层次的适应性试题,促进个性化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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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 在向 BING AI 提问“生成 3 道关于高中力
学方面的测试题,并要求兼顾上面的要求”后,BING
AI 生成的习题见表 3,可以发现生成结果有效包含
了高中力学部分的重难点内容,并注意将知识点融
合在各类情境当中。 但目前 AIGC 存在不确定性的
算法偏见,以及在理解复杂教学目标和深层次的教
学意图方面存在局限性,可能导致生成的试题无法
完全契合评价的预期目标,需要教师进行额外的质
量监控,以确保试题内容的准确性、适用性、科学性,
避免误解教学内容对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表 3 高中力学测试题生成结果

序号 题目 情境分类 考查内容

1

一辆汽车以匀速沿直线行驶,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汽车的加速度为零

B. 汽车的动能不变

C. 汽车的动量不变

D. 汽车的机械能不变

生活实

践情境

加 速

度、 动

能、 动

量、 机

械能

2

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在重力加

速度为 g 的地方,从高度为 h 的

地方自由落下,落地时的速度为

v,则物体落地时的动能为?

学习探

索情境

自由落

体 运

动、 动

能定理

3

一个质量为 m1 的物体 A 和一个

质量为 m2 的物体 B,通过一个轻

质绳子连接,绳子穿过一个固定

在天花板上的轻质滑轮。 开始

时,A 悬挂在空中,B 放在水平面

上,两者静止。 然后释放 A,使其

下落,B 被拖动。 忽略空气阻力

和摩擦力,设重力加速度为 g,则
A 和 B 的加速度大小为?

学习探

索情境

受 力

分析

　 　 三、审视:AIGC 在物理教育的限界风险
AIGC 在通用知识学习和内容泛化理解上有了

标志性进步,其在教育场域的应用生态正逐渐繁荣。
不论是内容生成的效率与样态、成本门槛,抑或是促
进差异化教学的效果,AIGC 所携至的内容生产形式
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掀起了一场教与学的范式“革命”。
但值得警惕的是,在物理教育中存在应答有真实性缺
失、易致思维惰化和诱发伦理安全等风险隐忧。

(一)对物理问题理解深度不够,应答有真实性

缺失风险

物理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合理地抽象出物理
图景,并多因素、全方位地思考[12]。 AIGC 面对常规
的物理问题基本可以实现正确作答,但遇到稍有推
理和复杂逻辑的问题,解决的能力尚显不足,并且需
要通过文本对物理问题进行详尽、准确和科学的描

述,这一过程中图像问题的转化亦十分烦琐。 究其
根本,源自目前 AIGC 存在的模型理解力有限、复杂
度低、随机性强。 一是模型理解力有限。 AIGC 作为
通过对已有数据的学习和识别,以适当的泛化能力
输出内容的技术,它的理解和生成能力主要依赖于
训练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因此面对某些要深度理解
和过程推理的物理问题时,AIGC 模型可能无法给出
准确答案。 二是模型复杂度低。 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程度决定了物理学习的深度和维度[13]。 物理问题通
常涉及一些复杂的概念和理论,这需要模型具有较
高的复杂性和深度才能进行有效地理解。 然而,囿
于计算资源和训练效率,AIGC 模型的复杂性有一定
的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模型理解物理问题
的深度。 三是模型随机性强。 AIGC 模型在生成内
容时可能存在稳定性的问题,即对于同一问题,模型
在不同时间或在不同的训练状态下可能会生成不同
的答案。 这种不稳定性会影响到模型在理解和回答
物理问题时的准确性。 可以说,AIGC 提供信息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仍待评估,尽管其在为各种应用程序
生成内容方面展现出了良好前景,但它在具体的学
科领域,尤其是以物理为代表的理工学科,面对复杂
问题时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
说,在使用 AIGC 模型进行物理知识的学习和教学
时,需要结合其他的教学资源和方法,而非单纯依赖
目前还具有应答真实性缺失风险的 AIGC。

(二)缺乏学习目标和过程控制,机器思考易致

思维惰化

物理学习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认识过程,
亦即学生的物理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14]。 这一
过程中,学生感知物理现象,生成物理表象,进而在
认知结构的重新组合中实现对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
的发展以及经历科学思维的训练历程。 目前来看,
AIGC 是一个被动的模型,其模型系统基座不持有学
科教学目标。 也无法直接定向发起和维持指向特定
教学目标的教学过程。 也就是说,在主体体验快速
生成的看似快餐式服务时,AIGC 并不会了解提问者
的境况和出于何种目的进行的对话交互。 因此,缺
乏对学习目标和过程的控制,容易出现机器代替思
考导致的思维惰性。 具体而言,一方面,AIGC 缺乏
对学习目标的控制。 这是因为 AIGC 的生成过程是
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但并无明确的物理学科
知识结构和基本逻辑,同时,AIGC 也会简化获取答
案或信息的过程,这可能会对主动探索和自主创新
的学习动机产生负面影响[15]。 另一方面,机器思考
容易导致思维惰性。 在物理学习中,学生通常需要
深入思考物理现象和具体模型,这种思考过程促进
了深度学习和创造性思维培养。 然而,AIGC 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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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能趋于“假象完美”,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学习
者产生依赖满足感,且自动生成的文本存在一定的
错误信息误导[16],导致学生对物理问题的理解错误
化、浅层化,不利于科学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三)模型普遍存在算法的缺陷,可能诱发伦理

安全问题

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多样
性,常见的包括内容偏差、历史偏见、技术偏差等[17]。
这需要我们警惕 AIGC 不可避免具有系统性偏见、价
值观对抗、观点霸权、刻板印象、虚假信息等问题。
在进行物理教学时,不加审辨地使用 AIGC 可能会触
碰数据伦理安全底线,其主要涉及隐私泄露、系统偏
见和透明度匮乏。 在笔者尝试对 AIGC 进行个性化
教学引导时,AIGC 提示需要获取更多个人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年龄、性别等,也就是说,AIGC 可能需要
访问学生的个人信息和学习数据。 可以说,AIGC 产
品的爆发式增长和对其实现更优性能的热切期盼超
越了数据伦理安全的算法界限。 2023 年 7 月,国家
网信办联合教育部等多部门颁布《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 AIGC 的服务要求,
重申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18],这在一定程度上为
AIGC 的发展生态提供了国家标准的保障。 基础教
育阶段的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对待 AIGC 的使用缺乏
“边界感”,教师需要认识并从自身规范做起,科学引
导学生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与对 AIGC 的适度使用。

四、路向:AIGC 赋能物理教学的可能路径
AIGC 正在愈来愈多地参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并通过不限于人机协同的方式释放其巨大潜能,
从效果上看,目前 AIGC 正处于技术与教育生态融合
的起步阶段,在诸多方面尚不完备。 面对 AIGC 这把
技术“双刃剑”,在积极拥抱这一技术于教学中时,应
聚焦物理学科育人价值,明晰人机关系边界,探索技
术应用场景,从“能用”“会用”到“用好”。

(一)聚焦学科育人价值,警惕教学意义的技术

侵蚀

技术应用于物理教学中,不能脱离对物理学科
的育人价值理念的关照。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
价值的集中体现,物理课程注重体现物理学科的本
质,从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
任等方面提炼学科育人价值,充分体现物理学科对
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独特作用[19]。 警惕 AIGC 对教
学意义的侵蚀,就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
下坚守住深层次的物理文化基因和育人底线,即实
现 AIGC 的技术价值向物理学科育人价值的转化,聚
焦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从这种意义上说,AIGC
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的最本质功能,并不是也不应
是一种取代教学或教师的“喧宾夺主”,而是让学生

能用、会用和巧用之来辅助物理学习,以促进核心素
养的发展。 可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三个层
面进行把握,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教育行政部门要洞
悉 AIGC 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携至而来的伦理安全问
题,积极参与 AIGC 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规范和监
督;二是学校还应加强对 AIGC 技术的培训和指导,
促进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使其掌握 AIGC 的使用规范
和基本逻辑,积极拥抱 AIGC,而非走向“崇奉”或“抵
制”的两个极端,使其赋能自身的专业成长;三是教
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对 AIGC 生成的物理
内容的正确性、适用性和创新性进行评估,合理使用
AIGC 丰富教学资源,设计和实施具有启发性和丰富
性的物理教学活动,发挥物理教学的育人实效。

(二)明晰人技关系边界,阻隔教学主体的思维

异化

规约人与技术的理性边界,是阻隔教学主体的
思维走向异化的基本保障。 2023 年 7 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未来》报
告,呼吁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审查和监管,以确
保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符合教育目标和人
类价值观[20]。 当前,人与技术衍生出的主体性关系
问题,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尚存技术缺陷、“算法
黑箱”、伦理风险等问题,使物理教学中主体性迷失
的风险成为不可规避的话题。 没有明确人与技术在
物理教学中的实然边界,就极易陷入加塞特( Jose
Ortegay Gasset)所言的“技术是人们为了省劲而费的
劲” [21]的怪圈。 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教学中要引导
学生对 AIGC 有科学的认识,即让其知晓 AIGC 作为
一种技术工具,可作为一种思维的“延伸”而绝非“代
替物理学习中思维的批判性作为思维主体自主性的
能动表现,是一种高水平的思维技能,也是思维趋向
“单向度”的阻隔。 不论 AIGC 的技术如何迭代升级
进步,对其过度依附意味着缺失了独立思考判断和
摒弃了思维品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以 ChatGPT 为
代表的 AIGC 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倡导互动式学习[22]。 教师应在学生与技术工具互动
时,提供科学指导和反馈,以确保其能够正确理解、
分析和调用这些信息,以及学会如何自主解决问题。
这是因为,AIGC 带来的学习时空的泛在化与学习过
程的个性化是未来学习范式变革的重要路向,如
PISA2025也将“在数字世界中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的
评判标准。 帮助学生在思维的灵活性、批判性和深
刻性以及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动性与依附性
之间探寻适宜的定位,明确人机边界,方能减少技术
不利因素对其思维异化的可能,释放技术之于物理
教学的巨大潜能。 教师可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前
置好 AIGC 提供的所谓“答案”,要求学生分析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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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AIGC 提供的信息、提出质疑,并探索不同的解决
方案。

(三)拓展技术应用场景,革新教学过程的时空

范式

随着 AIGC 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不仅限于文本
的交互应答,还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计
算机视觉等技术不断强化生成图像、音频和视频的
质量,具有丰富的可拓展性、趣味性和开放性,这为
拓展其在物理教学的技术应用范畴提供了可能。 教
师可依据学情和授课内容经由 AIGC 辅助创新教学
过程的时空范式,在实际操作层面,以下几点值得注
意:一是要遴选合适的 AIGC 技术工具。 当前,以
AIGC 技术为蓝本进行二次或多次开发的工具功能
各异且良莠不齐,教师应积极承担起鉴定师的角色,
使用高品质的适宜产品。 二是关注 AIGC 生成内容
的质量和安全性,结合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有效整合。
AIGC 生成内容目前准确性无法全然保证,需要教师
及时检查和纠正。 同时,也应注意 AIGC 生成内容的
版权和隐私问题,避免泄露敏感信息或造成数据伦
理风险。 三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AIGC 辅助创
新教学过程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元的选择,但应置
于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化和选择前提下进行,谨防
扩大数字鸿沟,加剧教育中数字不平等现象以物理
概念教学为例,AIGC 技术可以应用于实时反馈与个
性化评估,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并
进一步激发探索欲望,或应用于游戏化学习场景中,
通过 AI 角色或虚拟伙伴的使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动
机,在此场景下,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静态的概
念话语文本等内容,转变成为主动参与知识建构的
能动学习者,深化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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