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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伦理能力的 TPACK 理论建构

高梅欣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4

摘　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教育情境的背景下，教师伦理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转型要求。技术的自主生成性、

不可控性与黑箱性不断重塑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行为与价值判断，暴露出教育实践中日益凸显的伦理风险。传统教师能

力模型已难以有效回应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伦理复杂性，而TPACK（技术—教学法—学科内容知识）框架凭借其知识整合特性，

为教师伦理能力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本文基于 TPACK 理论视域，系统解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

理张力，明确了教师伦理能力的核心维度，包括伦理识别、伦理认知、伦理决策与伦理调控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

融合技术、教学法与内容知识的 TPACK 伦理能力模型，旨在实现伦理意识在教师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深度嵌入。研究认为，

TPACK 框架不仅能够为教师伦理能力的结构建构提供认知工具，也可成为其理论化与系统化发展的支撑平台。该研究为智

能教育时代下教师伦理能力的科学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模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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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智能化日益加速的时代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

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正深度渗透于教育

教学的各个层面，从教学内容的生成、学习过程的个性化调

节，到评价机制的自动反馈，AI 技术正在重构教师的教学

场域与职业生态。相较于早期的信息技术工具，生成式 AI

所体现出的自主生成性、语言拟人性与系统黑箱性，使其在

教育实践中不仅具备了“工具”角色，更承担了部分决策、

表达与引导的职能。这种权力与责任的重新配置，对教师伦

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生成式 AI 介入教学使教育伦理问题更趋复杂隐蔽。技

术深度渗透既打破了教师传统知识权威边界，导致责任边界

模糊与伦理判断弱化；同时算法偏见、隐私泄露等风险频发，

加剧教育不公与信任危机。因此，伦理能力不再是教师的“道

德附加”，而应当上升为其专业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技

术能力、学科教学能力并列成为“三位一体”的发展维度。

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框 架

作为当前教师专业知识结构建构的重要理论之一，其强调技

术知识、教学法知识与学科内容知识的动态融合与情境应

用，为伦理能力的系统整合提供了可行路径。在生成式人工

智能重构教育逻辑的当下，亟需通过理论重构与路径设计，

回应教师伦理能力发展的紧迫性、复杂性与系统性。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教育伦理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深度学习与大数据训练，能够生

成内容、对话、代码乃至学术表达，在教育中的典型应用

包括：自动生成教学内容与课件、智能问答与陪伴式学习、

学情分析与评估反馈等。这些功能使得教师部分教学任务的

“技术替代”成为可能，人机协同教学逐步走向现实。

技术赋能表面上提升了教学效率与个性化水平，但在

其背后却潜藏着一系列伦理张力与规范裂隙：（1）决策权

与责任边界的模糊化。技术系统被赋予“准判断力”角色（如

教学推荐、作业评分），导致教师、开发者与平台的伦理责

任边界模糊，AI 决策失误引发的教学偏差或权益损害难以

追责。（2）算法中立神话掩盖了教育不公。基于大数据训

练的 AI 模型难以规避算法偏见与语料偏差，自动化教育评

价可能无意识强化文化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等隐性不平等。

学生行为数据被转化为“能力标签”，评价过程的非透明性

进一步威胁教育公平本质。（3）数据使用与隐私权冲突。

教育 AI 系统需采集学生数据用于精准分析，但易侵犯知情

权、选择权与隐私权，尤其未成年人缺乏数据意识，教师常

忽视伦理底线。数据采集与隐私保护的矛盾在智能教育场景

中尤为尖锐。在生成式 AI 介入教学的语境中，教师的伦理

角色也随之发生深刻转变：从以往的道德引导者、规范执行

者，转向为技术选择者、伦理判断者与风险调节者。教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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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是依据课程大纲实施教学，更需要在面对技术生成结果

时作出伦理甄别与审慎调控。这种角色的转型对教师提出了

新的知识结构要求，不仅需要技术素养的提升，更要求其具

备伦理敏感性与价值判断力。

2. TPACK 理论框架与教师伦理能力的整合逻辑

TPACK 框 架 由 Mishra 与 Koehler 于 2006 年 提 出， 强

调有效教学需建立在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PK）与学科内

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CK）三者有机整合的基础上。

这三种知识不仅并列存在，更在其交汇处形成三个复合领域

（TPK、TCK、PCK），最终汇聚为综合整合域 TPACK。该

框架所体现的并非静态结构，而是强调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对

三类知识的动态调配与适应性应用。TPACK 由此被视为教

师专业能力发展的“知识系统模型”，强调融合、情境化与

应变性，这为教师伦理能力的结构性嵌入提供了理论入口。

本研究认为，TPACK 框架可作为伦理能力发展的结构平台，

其三维结构分别承载伦理能力的不同面向：

2.1 TK 维度：技术伦理识别与风险判断能力

技术知识不仅包括工具使用能力，更应包括技术原理、

运行逻辑及其潜在风险的理解。在生成式 AI 场景中，教师

需要识别模型训练偏见、输出失误、数据安全等潜在问题，

避免技术无反思地介入教育实践。基于 TK 的伦理能力体现

为教师能够评估技术行为的合理性、预判技术选择的道德后

果，构成伦理识别与判断的基础。

2.2 PK 维度：伦理导向的教学法设计与实施能力

教学法知识涉及教师如何组织教学活动、设计互动结

构与评价机制。在 AI 辅助教学中，教师需思考教学评价是

否公正、学生数据是否被合理使用、教学互动是否被算法干

预。基于 PK 的伦理能力，要求教师在教学策略中嵌入伦理

考量，例如确保评价过程的透明性，强化教学过程的尊重与

责任感，构建技术与人文的共生课堂。

2.3 CK 维度：学科知识中的伦理价值表达能力

学科内容并非中立，而是价值嵌入的知识体系。语文

学科蕴含语言表达的责任，历史学科承载文化记忆的重构，

甚至数学与科技也涉及算法公正与工程伦理。教师应在传授

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识别隐含价值、开展伦理反思。

基于 CK 的伦理能力，使教师能够有意识地在内容传授中实

现价值引领，推动学生形成多元、审慎的伦理意识。

3. 教师伦理能力的 TPACK 路径建构模型

教师伦理能力的发展可依循“伦理识别—伦理认知—

伦理决策—伦理调控”四阶段路径，依托 TPACK 的七个交

叉域逐步展开，形成动态、多维、情境化的“TPACK- 伦理

能力融合模型”。

3.1 TPACK- 伦理能力路径图构建

伦理能力作为教师专业能力的组成部分，其成长路径

需体现出阶段性、融合性与应用性。结合 TPACK 模型的三

元知识结构，教师伦理能力的建构应围绕如表 1 所示四个

核心目标展开。这四种能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 TPACK

结构内部相互渗透、逐步递进，构成教师伦理能力发展的

路径链条。基于 TPACK 三维交叉的结构特征，本文绘制了

教师伦理能力路径图（图 1），其核心逻辑如下：横轴表

示 TPACK 的七个知识构成域：TK、PK、CK、TPK、TCK、

PCK、TPACK；纵轴表示伦理能力的成长阶段：识别—认知—

决策—调控；路径节点为 TPACK 域内嵌的伦理能力构件；

路径线条反映能力的层层递进与整合转化关系。

图 1  TPACK- 伦理能力融合模型

该路径图旨在呈现教师伦理能力在不同知识维度内的

生长轨迹，并指引其实践转化的可能方向。教师可根据教学

实际，从任一 TPACK 知识点出发，逐步拓展其伦理识别、

认知、决策与调控的能力域，实现伦理能力的系统化生成。

表 1  教师伦理能力核心目标

核心目标 内涵

伦理识别能力 能够敏锐捕捉生成式 AI 教学中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如算
法偏见、信息误导、隐私侵权等，构成伦理感知的基础环节。

伦理认知能力 能够理解伦理问题的知识根源、价值冲突与道德框架，形成
判断伦理合理性的知识图式。

伦理决策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面临伦理困境时，具备基于教育价值的行动判
断力，能够作出符合伦理原则的教学选择。

伦理调控能力 能够动态调节 AI 工具的介入方式、教学策略的伦理维度、
学科知识的价值表达，实现多维权衡下的持续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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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实践中的路径嵌入策略

为了将 TPACK 伦理能力路径从结构构想落地为教育实

践，必须设计具有操作性的路径嵌入机制。因此本研究提出

三类路径实践策略：

3.2.1 教师培训的伦理模块重构

在现有 TPACK 培训体系中加入伦理模块，以“情境驱

动 + 案例导向”的方式引导教师识别、分析与判断 AI 教学

中的伦理问题。例如：利用 AI 生成的失实案例进行伦理责

任归因训练；针对 AI 辅助评价中学生申诉权的教学困境进

行决策演练；引导教师设计具备伦理透明度的 AI 辅助教学

方案。培训应强调 TPACK 三维之间的动态协同，强化教师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能力跃升。

3.2.2 教学设计中的伦理情境嵌入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与学科相关的技术伦理议题，使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获得伦理启蒙。例如：在语文课中探

讨 AI 写作生成的著作权归属；在数学课中讨论算法模型中

的数据偏见问题；在信息技术课中构建“AI 失控模拟”课

堂，开展伦理对话与责任演练。此类策略可促使教师在 PK

与 CK 交叉域中开展伦理教育，进而提升自身伦理表达与引

导能力。

3.2.3 跨学科合作与教学反馈机制

通过建立跨学科教学团队，如信息技术教师与思政课

程教师协同开展伦理教育项目，实现不同 TPACK 维度间的

资源整合。同时，在教学评价中引入伦理维度反馈机制，例

如：设立“教学伦理观察指标”用于课堂教学反馈；建立“AI

工具使用伦理审查”机制，对教师使用情况进行跟踪与指导；

鼓励学生对教师 AI 教学的伦理体验进行匿名反馈。这些机

制不仅促进伦理能力的持续建构，也为学校教育治理提供底

层支撑。

4. 结论与展望

生成式 AI 深度重塑教育生态背景下，教师伦理能力重

构既是回应教育实践挑战的现实需求，更是教育理论对技术

时代教师专业内涵的前瞻性拓展。研究基于 TPACK 框架的知

识整合特性，构建“伦理识别 - 认知 - 决策 - 调控”四维发

展路径，提出融合技术素养、教学智慧与学科价值的三维伦

理能力模型，推动伦理素养深度融入教师专业能力结构。

研究证实 TPACK 框架不仅是技术教学融合的支撑结构，

更是伦理能力建构的理论工具。通过剖析 AI 教育应用中的

伦理冲突与角色重构，明确教师伦理能力在技术知识（TK）、

教学法知识（PK）、学科知识（CK）及其交叉域中的生成机制，

构建可视化发展路径与实践嵌入策略，将理论模型转化为可

操作的培养方案。研究指出伦理能力提升需超越知识重构，

构建制度保障、主体自觉与跨学科协同的三维推进机制。未

来可深化不同学段学科教师伦理能力的差异化路径研究，加

强 TPACK- 伦理模型的实证检验与应用评估，推动智能教

育生态向公平、审慎、人本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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