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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ChatGPT 作为当今人工智能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自面世以来就受到社会的高度

关注,不仅在科技界引起巨大震动,也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它对高校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破解了乔布斯之问,凸显了中国大学功能的不足。 ChatGPT 对大学的系列发问引起了高

等教育哲学的反思:大学的知识中心地位是否能够坚持? 大学教师职业性质是否改变?
是否会产生新型大学? 这些发问不仅触及中国高等教育的痛点,而且涉及大学生存的根

本。 未来大学何去何从? 大学必须进行明断:是坚持大学传统发展路线还是与人工智能

有机融合?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人工智能技术进驻大学都不可避免,大学只有与社会

联合,才能继续保持知识的优势地位,大学功能才能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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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hatGPT 破解了乔布斯之问

(一)传统媒体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是表层的

2011 年,苹果首席执行官约瑟夫·乔布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 IT 改变了几乎

所有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冶 [1]每一次技术革命来临之际,人们都会充满期待,认

为它将给教育带来革命性变化,而且教育也确乎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但在一阵热度之后,教育似乎又

回到了老样子,所改变的不过是一些外在形式,而实质并未变化。 正是这种景象才让乔布斯产生如此

感慨[2]。 比如,一度被认为将带来大学革命的慕课并没有出现人们预计的大学合并潮,大量的平庸

课堂仍然存在,不久,慕课的热度锐减。 这种结果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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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预期是建立在假设上的,即假定所有学生具有很高的求知热情,而且可以辨识哪些是好课、哪

些是差课,都具有非常强的独立学习能力,勇于挑战学习过程中的困难。 显然,这些假设并不成立。

事实证明,即使再好的慕课也需要有效运营,完全靠学习者自觉是不可想象的。 换言之,如果没有超

前的组织变革,做好教育服务,所有美好假设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毋庸置疑,要做好超前的系统设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不仅需要对未来具有超强的判断力,而

且必须具有破釜沉舟的决断力,特别是必须舍得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否则超前设计就没有多大意

义。 显然,这种超前决策的风险是巨大的。 教育决策过程特别复杂,我国教育对技术进步的反应总体

上非常敏感,虽然并未进行超前决策,但还称得上比较及时,这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势。 前几年“互

联网+冶教育曾红极一时[3],今日已归于平静。 慕课影响最为强烈,人们曾一度把 2012 年称为慕课元

年[4],但今天已几乎被人遗忘。 因为人们发现,不少慕课就是一种简单的课堂搬家,效果差强人

意[5],如此,慕课就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

(二)传统媒体技术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交互性

如果把传统媒体对教育的影响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只是单边自我呈现,与受众的互动

性不强,难以反映受众的需要,当新鲜劲过后受众就慢慢对它疏远了。 正是如此,人们对慕课的兴趣

没有持续多久。 传统上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慕课是为大众提供的一种福利,能够使无缘亲身受教育

者也获得教育机会。 这个观念有点天真,因为它把人们都想象成求知若渴的人,而事实并非如此,因

为有强烈求知愿望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且求知途径是多样的,不一定必须借助慕课。 在知识爆炸性

增长的今天,知识处处可及,甚至人们对知识产生一种恐惧,学习的被动性也越来越强。 如果知识的

组织并未遵循实用性逻辑和趣味性逻辑,仍然沿用通常的学科逻辑,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厌倦,慕课采

用传统课堂搬家的方式自然很快就被淘汰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火爆起来,这实在是一种无奈选择。 由于线上教学基本上是传统课堂

的翻版,因而学生对线上教学兴趣并不高,在缺乏监控的条件下,学生过去的隐性逃课转变为显性逃

课。 学生本来在平时的线下课堂学习投入度就不高,换成线上教学模式后,无形中为学生逃课提供了

机会。 如果不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学生的主动性就难以释放[6]。 不增加教学互动,就

难以激发学生的主体性[7]。 所以,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创造机会使学生

变成学习的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者,这是高等教育改革普遍面临的任务。

(三)ChatGPT 的优势在于交互性

教学之所以有效,就在于遵循了“双主体冶规律,即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看待,教师不是唯

一的主体,学生也不是一种客体的存在。 学生的主体性需要教师激发,需要教师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

完成。 有效的教学设计包括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增加教学方法的互动性,增强学生课堂实践的体

验性,提升学生课堂效果的获得感,这些都是有效教学的基本策略。 要想通过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探究欲,问题设计是教学组织的关键环节。 如果问题没有吸引力,则设计是失败的。 为此,问题

必须与学生的生活相关,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问题设计需要与现实联系起来,与学生未来发

展前途联系起来,从而增强学生的责任感。 当然,问题也必须与专业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这样教师才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ChatGPT 的基本优势就在于它的互动性,即它是从学习者提问开始的,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这超

越了以往的任何媒体技术。 ChatGPT 始终以积极的回应者姿态出现,能够迅疾地回应各种提问,绝

不会对提问者置之不理。 学生在发问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成了主人,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身份。 学生需

·4·

重庆高教研究摇 2023 年第 4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要对回应做出进一步回应,从而聊天才能继续。 由于学生无法预计机器人如何回应,回应的结果往往

超乎想象,这使学生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中,也促进了学生的思考。 如果学生能够持续回应,说明学

生的知识面在持续扩大,思维水平在持续提升。 这正是 ChatGPT 的神奇之处。 当然,被大学生青睐

的不单纯是聊天功能,还在于 ChatGPT 能够从事许多智力劳动,可以按照学生自己的指令进行,效果

常常超乎预期。 如此强大的功能自然会征服它的使用者,并且朝依赖它的方向发展。 这对于大学教

学而言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换言之,大学教师能够与它媲美吗? 辅导员能够与它媲美吗? 同学能够

与它媲美吗? 似乎都不能,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四)ChatGPT 已经在学界掀起了风暴

ChatGPT 入驻大学校园就在学界掀起了风暴。 据美国一个网站调查,竟然有高达 89% 的学生在

使用它做作业[8],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更惊人的事情是学生用它撰写的论文惊人地获得了最优评

价[9]。 当然,关于它的神奇之处还有许多报道,如可以通过律师考试,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员考试,

还能够高分通过 SAT 考试等,它还能够撰写新闻稿,能够帮助起草法律文书,这些都是学生梦寐以求

的。 学生运用它做作业,教师难以分辨究竟是人力所为还是机器所为,这无疑是对教师职业的挑战。

为了尊重学术劳动的客观性和严肃性,美国多所大学都明确规定不能使用 ChatGPT 做作业,而

且一经发现违规使用即做作弊论处。 但由于教师难以有效分辨究竟是人力所为还是机器所为,这个

禁令执行的有效性值得商榷[10]。 显然,采用全然禁止的做法并非上策,教会学生正确使用才是明智

之举。 其中不能缺乏科学伦理教育,也不能不考虑教育教学重心是否需要转移。 这说明,大学在目前

并未把 ChatGPT 当成一个有效助手,而是与它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 这种举动,表明 ChatGPT 已然

破解了乔布斯之问。

二、ChatGPT 的出现使中国大学教育的优势被质疑

(一)中国教育的传统优势在于进行系统知识传授,学生发展差距不大

从公平性维度看,中国大学对学生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因为所学的知识是一样的,采用的考试

方法也是统一的,所获得的分数往往差别不大。 显然,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公平,是基于知识获得量的

公平,并非针对每个学生个性发展要求的公平。 这种公平模式不适应以能力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因为

它没有照顾学生的个性需求,无法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进行系统知识传授,对于教师而言,就是首先

要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方案,其次要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然后再以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达到学

生喜欢的程度,学生就会满意。 但因为教师受科研指标的影响,为自己的晋升考虑,往往不会把主要

精力投身于教学,对于教学常常存在应付的心理,认为教学投入很难见功效,不如做科研来得实在。

此外,教师的教学水平很难评价,进行教学改革还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因为教学改革往往会提高学生

的学习难度,要求学生增加学习投入,这对于许多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并不支持这

种改革。 在其中,学生评教系统往往会成为学生惩罚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工具,虽然这属于评教工具

滥用的范畴,但学校很难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往往只能采取一些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

(二)中国大学通过统一的制度设计使得知识传播量大,传播效率高

中国大学比较偏重于系统知识的传授,认为这是让学生快速地掌握大量知识的捷径。 其背后的

理念是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好,知识越先进越好,越系统越好,学生获得知识越多、越先进、越系统,对他

们未来的发展越好。 这个设计的前提是学生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即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成才

动机。 如果学生缺乏强烈的学习意愿与动机,则可能学习的是“死冶知识。 在过去,我们都习惯于把

·5·

王洪才. 对 ChatGPT 的高等教育哲学审视[J] .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4):3-13.



拥有知识多少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依据,而在知识呈爆炸性增长的今天则显得落后了。

偏重于系统知识传授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烙印。 中国教育传统中虽然强调尊孔读经,但很注重

启发式教学和因材施教,讲求“不愤不悱,不启不发冶,不认为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常常把读书不化

的人称为书呆子。 西方文化中比较推崇苏格拉底教学法,即著名的“产婆术冶。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

有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人们非常注重读书学习,对知识产生了一种崇信之

情,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冶“知识改变命运冶,因而大学里非常注重知识的传授。 这与中小学学校教育

为了迎接各类考试而进行大量的知识备战性训练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大学注重系统知识传授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在教师的讲解下,学生可以很快

地掌握大量的知识,这与学生通过自学获得的知识量相比要高效得多。 正是这种知识传授的教学模

式使得我国学生到国外留学时普遍获得知识基础扎实的美誉,但同时也留下了不擅长批判性思维、不

善于交流的印象。

(三)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尊重学生个性,评价方式标准化

由于注重知识的系统讲授,所传授的知识是标准化的,所运用的教材是经过权威审定的,这种知

识也是最终考核内容,所以学生只要接受就可以了,无需怀疑知识的正确性,从而就在学生心目中确

立了一个权威的形象,即凡是书本上讲的都是对的,凡是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很少进行质疑。 结果是

学生思维的主动性丧失了,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变成了知识的容器。 也因此课堂变成了教师的一言堂,

学生如果有不同理解或不同意见,就变成了对老师的不尊重,变成了对权威的质疑,学生会获得一个

不好的评价,这就会使个体主动性受到打击。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如果没有老师提问,学生就不敢轻

易发言,否则就是在扰乱课堂纪律,就是对老师不礼貌。 由于课堂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基本上是一致

的,而通过考试又加强了教师的权威性,如此就进一步确立了教科书的权威地位。 这种教学模式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开始后就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因为此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远不如精英时期的学生了,单

纯的老师讲已经很难吸引他们的兴趣,于是隐性逃课行为出现了。 如果教师不转变教学方式,不能让

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那么整个课堂就变成了沉默的无效课堂。

所以,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尊重每个学习者的主体性就成为第一课题。 在进入普及化

阶段之后,该课题就显得越发急迫。 因为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学生的主体性是否得到充分激

发,教师是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是否激励学生展开积极探索。 这些都是今天创新创业教育面

临的基础性课题[11],因为我们要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其基本特征就是探究能力强,求知欲旺盛,具

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如此才能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做出创造性贡献。 如果教师仍然采用

大批量知识灌输的教学模式,非但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而且即便学生掌握了这些知识也无法得

到有效运用,为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四)一旦引入 ChatGPT,中国大学制度设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将不复存在

ChatGPT 一旦被引入,大学生将获得学习的自主权,将不再按照教师组织的统一步骤来获得知

识,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教师所传授知识的质疑,如此教师采用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将难以为继。 如

果教师不能适应这个变化,仍然按照既定方式来组织课堂,那么就徒剩下一个签到的形式,学生将完

全不在意老师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与教师进行对话的兴趣,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与机器人

对话中。 如果这种行为对学生发展是有利的,当然不应该阻止,而且还应该鼓励。

可以看出,ChatGPT 的引入直接挑战的是教师的权威性,间接挑战的是传统的教学制度设计的

合理性。 从理智的角度看,大学应该把引入 ChatGPT 作为一个改革创新的机遇,而不单纯把它视为

·6·

重庆高教研究摇 2023 年第 4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一种挑战[12]。 可以预见,大学引入 ChatGPT 是大势所趋[13],阻挡的结果只能使我们延误改革创新的

时机。 我国大学对于新技术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一直把它作为大学现代化的标志,这与我们把科

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有关,也与大学承担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有关,特别是与我国要建立的科技强

国目标有关,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

当然,引入新技术是对教师能力和素质的挑战,因为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掌握新技术并不具有优

势,反而是青年学生更具优势,这种心理落差是大学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 显然,人们已经意识到技

术进步不可阻挡,但对于究竟该如何适应新技术却心理准备不足。 如该如何利用 ChatGPT 进行辅助

教学[14]? 如何应对 ChatGPT 可能出现的错误? 怎么来应对学生依赖 ChatGPT 而放弃锻炼自我的机

会? 如何面对 ChatGPT 对教学能力的挑战而调整自己的能力结构[15]? 这一切都是新课题,必须面对。

三、ChatGPT 对大学功能的系列发问

ChatGPT 的出现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大学还能够称为知识中心吗? 大

学教师的工作是否将被替代? 大学教给学生的知识仍然有用吗? 大学该如何进行功能调整? 大学教

师该如何适应新的形势? 可以看出,这几个问题是系统性的,都是对传统大学功能地位的质疑。 要回

应这几个问题,就必须从高等教育哲学视角进行审视,因为只有哲学才能整体地、系统地、全面地、彻

底地看待问题,其他观点难免是局部的、零碎的、片面的,无法把握问题的实质。

(一)大学是否还能够称为知识中心

大学历来被称为知识中心,大学教师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知识的收集、整理和传播。

ChatGPT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所从事的也是这样的工作,而且具有超快的速度,这是人类无法比拟的,

从而也是最令人惊叹的地方。 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即时回应的效果。 当然这是 ChatGPT 3. 0 以后

的事情,在之前尚未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报道。 而且它的自我更新速度非常快,在出现 ChatGPT 3. 5

版本之后,人工智能界的大佬开始感到恐惧,于是联名要求暂停对它的实验,时间是 6 个月,以便于让

人类好好思考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

但这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因为商业界已经嗅到了 ChatGPT 背后的巨大商机,所以仍然不惜巨

资投入。 可以说这是一场科技领先之战,谁掌握了先机,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OpenAI 既然已经把握

了先机,岂肯就此罢手? 呼吁暂停实验的马斯克这个科技狂人本身也是 OpenAI 的重要投资人,科技

战乃是一场争夺主导权之战,谁肯轻易歇手? 我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都是几十

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的投入,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投入的风险吗? 他们当然知道,因为在这个领域

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所以在前景没有完全明朗之际,谁都有机会,谁都不会轻易放过,这就是它的可怕

之处。

人们不无遗憾地指出,ChatGPT 没有出现在大学,这似乎说明大学已经失去了知识前沿的地位。

特别是它没有出现在中国,更是莫大的遗憾。 中国急需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以便于实现

“改道超车冶,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大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能保障。 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 ChatGPT 研究需要开源信息,需要互联网的畅通,我们实行严格监控的网络管理制度难以做到。

换言之,如果不能打破目前广泛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想在这个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就很难。

不得不说,ChatGPT 没有出现在大学具有必然性。 因为大学既没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来开发这

样的新技术,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这样的研究。 但大学的技术人员应该参与这样的研究,否则大学

对于前沿科学技术的贡献就难以体现。 考虑到商业秘密事宜,合作应该由市场解决,人们不能硬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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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大学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已然不稳了。 事实上,

知识生产模式 2 的提出就已经表明知识中心开始转移[16]。 在进入大科学时代之后,大学的知识中心

地位开始动摇。 既然大学不再是知识中心,那么它在人才培养资格和决定人才培养方案上的权威性

就削弱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学必须引入社会参与治理,不能再因循过去的封闭式发展道路了。

(二)大学教师的工作是否将被替代

大学教师的工作可以被替代吗?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大学教师的唯一功能就是进行

知识传授,那么被替代是必然的。 事实上,多数教师也仅仅是完成知识传授的工作,而且所传授的知

识本身也是值得质疑的。 虽然不少大学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在从事学术研究,但研究的原创性存疑。

过去人们经常担心线上教学的效果不如面对面教学,而现实中大多数线下课堂是死气沉沉的,学生并

未专心听讲,而是在隐性逃课,教学效果很不乐观。 正如人们批评的那样,许多教学内容已经陈旧了,

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教学方法也非常呆板,缺乏吸引力,这样的无效课堂确实应该被替代。 目前师

生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学生很少问问题,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三)大学教给学生的知识是否仍然有用

人们早就发现,大学生对于学业投入度是比较低的,主要满足于学分的要求,对知识究竟具有什

么样的作用并不关心。 大学教师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也很少关心知识的用处,关心得更多的是教学内

容在理论上能否说得通。 很多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既缺乏现实生活的体验,也很少进行事先调

研,因而并不了解现实社会需要什么人才以及学生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可以说,理论脱离实际、教学

脱离学生的生活是教学无效性的根源。

(四)大学该如何进行功能调整

传统大学的 3 个基本职能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将继续保留下去,但多数功能可以被 ChatGPT

替代。 如此,传统大学存在的基础就不稳固。 有人说,大学教学功能就应该定位在人格培养上,这是

机器人无法替代的[17]。 那么,该如何进行人格培养? 简单的教条灌输注定是无效的,只有靠心与心

的交流才能成功。 这就要求实施个性化教学,让教师与学生有充分接触的时间,但前提是教师能够取

信于人,学生乐于与他交流。 目前学生的独立性比较强,靠强制显然是无法奏效的,只有靠有效的教

学方式,靠研究型教学[17]才能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 这就需要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从关

心学生开始,使学生感受到教师是关心他的,否则学生就会采取拒斥的态度。 这对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

的,如果教师没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不能紧密结合社会实际,要成功设计研究型教学模式也是困难的。

(五)大学教师该如何适应新的形势

上述内容实际上也是对 ChatGPT 提出的第五个问题的回答,即大学教师必须适时地把精力转到

育人上,绝不是把准备好的知识讲授完就结束了。 育人需要根据人的发展需要进行知识设计,设计教

学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格培养上[18]。 换言之,激发学生成才动机是教师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唯

有如此学生才能成为主动的人,这是学生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如果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就

无法适应环境挑战的要求。 单纯的知识接受是无法培养人格的,只有通过问题情境的设计,使学生认

识到面临的挑战,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们才能主动改变,这就是主动性激发的过程。

四、ChatGPT 将使大学功能发生嬗变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将加速

在 ChatGPT 问世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转变,知识生产模式 2 和知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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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模式 3 的提出即是证明[19]。 大学在学科中心主义导向下对这种转变采取了抗拒的态度,仍然醉心

于理论知识生产,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与企业结合就影响到学术的纯洁性,不是真正的知识生产,

但各种科研合同的签订都在促使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对于绝大多数学者而言,直接走向社会

并非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沉浸在书斋里仍然是一种理想生活状态。 学术评价的唯论文倾向,同行评

价模式的通行,都在证明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然而这个选择确实拉开了大学与社会的距离,大学无法

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从而也使社会对大学的研究敬而远之。

当 ChatGPT 问世之后,大学很难再持续传统的学科中心主义逻辑,因为大学知识传授工作可以

被替代,所做的学术史梳理不过是一项重复性劳动,很难创新。 局限在大学校园内就无法进行现实问

题的研究,这就逼迫学者们必须走出校园,广泛地开展社会合作,突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横向联合,

如此就颠覆了以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为尊的地位,走向多元知识生产模式并行乃至融合发展。 事实上,

在 ChatGPT 面前,大学进行独立的知识生产不再具有优势,只有与社会合作才有更大发展空间。

(二)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更加急迫

与大学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一样,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也是偏重于理论知识传授,试图把学生培养成

理论人才,这种设想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已经成为虚妄,但大学传统

的教学模式没有变,仍然安于在课堂传授知识,教师仍然把理论知识传播作为既定任务目标,对于社

会提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一直缺乏实质性突破。 这具体表现在仍然以课堂教学为主,学生以掌

握书本知识通过考试为主要目的,参加实践实习活动不过是一种点缀,尽管学生通过亲身经历证明实

践体验对自己影响最大,然而大学并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在人才评价模式上仍然把掌握书本知识

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认为教师讲好课才是优秀的表现,尽管学校已经意识到这不利于培养创新人

才,但并未做出重大突破。 ChatGPT 的出现使得这种理论知识传授模式迅速失效,因为教师无论能

力多强,都无法与 ChatGPT 相比。 为此,大学必须转变人才培养工作的重心,从重视理论知识传授转

向重视实践能力培养,否则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将被 ChatGPT 替代。

传统大学人才培养的另一个误区是认为知识传授完就结束了,对人格塑造功能是缺位的。 之所

以如此,就在于传统教育的说教性太强,交互性不足,难以对大学生产生实质性影响。 教师虽然具有

专业方面的权威,但学生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则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对同辈群体的意见更加重

视。 这客观地说明,由于生活场域的不同,大学教师很难扮演道德楷模的角色。 大学教师要发挥自己

的影响力,就必须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而前提条件是教师必须投身于教学,与学生进行多方面互动,

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达成愿望,如此才能赢得学生的口碑。 说到底,大学的根本

任务是育人,知识传授解决不了人格塑造问题,如果大学失去了对人格的塑造和养成,单纯以知识掌

握程度来衡量,那么就失去了灵魂引领,也就变成了失去灵魂的卓越[20]。

(三)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实现超越

传统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主要是智力咨询和技术服务,这些都是与大学的知识中心地位结合在

一起的。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知识积累越来越多、社会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和企业对科技开

发投入的不断加大,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在逐步退化。 当大学的知识生产落后于社会的知识生产时,

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再具有优势,而是走向边缘化。 ChatGPT 的出现说明社会在知识生产能力方

面已经局部超越了大学。 大学的知识优势仍然是在传统的基础理论部分,而社会大量需要的是应用

技术去解决现实问题。 这要求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必须转型,从具体的知识服务走向对社会发展面

临问题的综合诊断,这些往往是机器难以胜任的。 诚然,大学所进行的社会服务需要借助机器人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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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利用其人工智能强大的搜索功能、迅疾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文本生成能力,实现与人工智能的协同。

(四)大学管理重心发生转变

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大学的管理功能必然随之转变。 传统大

学管理必须从服务于理论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到重视应用知识的生产上,而人才培养的重心向能力培

养转移。 这要求评价体系必须随之转移,包括对教师评价体制的转变。

传统上大学管理习惯于采用统一模式进行管理,最后都流于简单的量化管理,因为实行个性化管

理难度太大,操作太复杂,很难掌控,ChatGPT 的出现为进行个性化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它可以

采集多元化信息,进行模糊化集成;其次它能够生成多元评价标准,作为教师自我评价的依据;再次它

可以自主地、随机地采集教师信息,做到开放与透明,保证信息的客观与公正;最后它可以生成一个个

独特的评价方案,实现个性化服务。

五、ChatGPT 预示新型大学的出现

(一)以 ChatGPT 为基础的新型大学形态必将出现

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收集、整合和传播的技术,ChatGPT 可能是未来大学的家园。 它本质上是

一种个性化学习模式,是无边界大学[21]的表现,这种新形态的大学如何组织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吸

引力的话题。 它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开放教育? 目前看很难,因为目前 ChatGPT 是一种通用性机器

人,专业化程度不高,未来势必需要完善和发展专业性机器人,这可能是各个大学发展的抓手。 究竟

是大学自己来发展,还是由大学外的公司来发展是不确定的。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建设的投入非常

大,成效则不确定,这也是许多专家学者不乐意置身其中的原因。 理想的方法是实行大学与公司联合

开发,即采用知识生产模式 2 的方式推进。

(二)新型大学不再需要集中的场所

在统一化教育体制下,我们经常把个性化教育作为目标,殊不知传统大学的优势恰恰在于能够提

供一种集体文化氛围。 这种集体文化氛围能够使个体之间开展实体性互动,具有一种共时性体验,从

而产生共同的思想认识基础。 这也是传统大学不易被替代的主要原因。 大量的知识学习则可以通过

分散的学习方式进行,唯独其权威性难以保证。 这正是教师在场的优势。 当 ChatGPT 获得权威性认

证之后,其功能效果不亚于专任教师的在场,如此将对传统大学形成实实在在的冲击。

(三)新型大学管理者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学习资格认证

未来大学门槛在哪里? 大学的门槛往往就是大学的标牌,即通过大学内部组织活动使学习者感

受到一种新奇的存在。 其中包括有形课程与无形课程,这里面渗透着大学的规范、意志,大学对事物

认识的标准,大学的专业发展成就,这些都是大学存在的依据。 大学往往要对每个学习者进行测试,

看其与自己的标准是否相符,最终授予其一定的资格,从而打上自己的文化标签。 对于新型大学而

言,是否需要模仿这些传统的组织方式? 可否完全是一种知识型组织,即只对专业资格进行认证? 或

者说无需获得一种共同体的体验? 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四)新型大学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当好学生发展顾问

如果 ChatGPT 介入知识传授过程,价值观教育如何进行? 尽管未来的大学学习者越来越多的是

那些非传统学生[22],但传统学生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即使是非传统学生也需要进行文化的

熏陶。 靠机器人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依靠人类自身,这个责任当然主要是靠教师。 可

以说,在未来,教师对有形知识传授的责任大大减轻,而价值观引导责任则增加了许多。 价值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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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坐标,缺乏这方面教育,学生的健康个性就难以养成。 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此,但在实

践中被忽视了,因为教师普遍忙于自己的科研事务,对应担负的育人责任在无意间疏忽了。 故而,给

教师减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说到底,引导教师专业成长需要科学的方法,不能一味采用考核

的办法,因为这种考核容易使教师成为生产工具而非教育活动的主人。

六、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回应的几个问题

(一)传统大学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大学替代

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大学内部势必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革命。 可以预见,学生大量使用新技术

是无法完全禁止的,那么在管理制度上就必须进行调和。 管理部门接受人工智能技术也是不可阻挡

的趋势,教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显然,不同大学人群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是不

一样的,从而受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因此,大学内部构成不同,大学的革命性质与程度就不同。 一般

而言,大学不受技术变化的触动是不可能的,但能否改变大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就不一定

了。 这正是大学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而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目前,大学行为主要由国家教育体制决

定,受技术的直接影响比较小,受到的影响往往从学生层面开始,所做出的反应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而,大学往往主要贯彻的是上级部门意志,对社会变化的反应往往是迟钝的。 这已经形成了大学的

惯性。

(二)传统大学是否会与新型大学融合

一般而言,传统大学不会主动变革,这正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体现。 但在社会变革特别是技术迅猛

发展的形势下,大学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变革,但不会进行根本性变革。 这既是大学保守性的体现,也

是大学传统生活方式造就的。 大学比较信奉理性辩论,如果缺乏充足的理由就很难说服其改变,这是

大学保守性的根源,因为其思考的出发点是理性而非功利。 大学的理性辩论遵循的是民主传统,不会

以势压人,所以,大学行为方式从根本上说是自由的,不受外界利诱,只有在强制的环境下才会做出妥协

和让步。 传统大学在新型大学咄咄逼人的影响下,势必要改变自己,否则就只能被新型大学替代。 当

然,如果传统大学得到体制的大力保护,那么新型大学就很难成长,或者只能选择在体制外生存。

(三)大学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还是一种功能的存在

大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身份的认证而非知识传授。 换言之,知识

传授仅是一种表面形式,而进行身份赋予才是大学的实质。 因此,大学传授多少知识或学生获得多少

知识都并非最重要,而获得一种身份符码才最重要。 这也是大学不断延续的原因。 人们习惯性地认

为,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知识传授,学生上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而

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因为获得知识只是一种必要的形式,接受文化洗礼才是本质,何况知识获得完

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 大学文化是大学内部人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或惯习,不会因为外部变化

而变化,学生进入大学主要是接受这种熏陶,从而了解知识人的生活方式,塑造自己的思维方式。

(四)大学是否决定国家的竞争力

如果大学关系到国家竞争力,那么大学行为必然受到国家干预。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

代表性成果,引入大学是必然的,对大学形成冲击也是必然的。 大学必须站到该技术的前沿,因为它

确实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站在科技前沿。 因此,怎么对待 ChatGPT 对大学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国家

教育政策调整问题,引起国家重视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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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摇 摇 语

未来大学该怎么管理是一个真正的治理问题,如果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缺乏足够知觉是很难进

行判断的。 过去大学的管理重心是放在人力资源配置上,重点是进行学科资源配置,核心是考评制

度,今天这个重心可能要发生位移,很可能就放在机器人上,重点是解决人如何与机器人协同,核心是

如何应答学生对自我发展的需要。 因为学生可以采用直接与机器人对话的方式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

切,为此,大学会以机器人为中心进行资源重组,如同虚拟大学出现一样[23]。 独立型的虚拟大学基本

上摆脱了人与人直接互动的模式,一般都是借助网络实现的[24],新型大学则可以机器人为中介来开

展教学,因为大量的知识都可以储存到大数据平台上,只要打开应用软件,直接对话就可以获得自己

所需要的知识。 虽然这些知识仍然难免出错,但比人类的回答更可靠,毕竟大数据进行了大量筛选,

已经把出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如此大的数据规模几乎可以囊括人类所有智慧成果,这是任何人类

教师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旦学生产生了这样的路径依赖,可以设想,传统大学的生存机会就微乎其微

了。 这种新型大学完全是以机器人为中心建立的,学生可以采用分散式学习方法,不必集中到某个地

点即物理意义上的大学场所,而是采用登录网站就可以自主获取知识。 如果这种学习方式的效果超

过了在大学现场的学习效果,其颠覆意义就出现了或者说必然引起大学的革命。 事实上,目前大量程

序化的管理工作和文案工作均可以由机器人替代,可以节省大量劳动成本和提升劳动效率。 不难想

象,这种新型大学会对当下大学产生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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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Review of ChatGPT in Higher Education
WANG Hongcai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day, ChatGPT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society since its inception. It has caused not only a huge shock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but also a strong response in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The enormous influence it has had on
universities not only solved Jobs爷 question,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ts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universities have sparked a reflec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can the knowledge center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be upheld? Has the nature of university
teaching profession changed? Will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emerge? These questions touch not only on the
pain point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on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of universities. Where will
universities go in the future? Universities must make a clear decision: whether to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universities or integrate organicall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decision is made, the ent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universities is inevitable. Only by uniting
with society can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ir knowledge advantage and further inherit their
functions.

Key words:ChatGPT; university functions; Jobs爷 question; pai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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