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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轉」即轉變，「型」即形態，「轉型」即轉變事物的結構形態，不局限於外

部形式的改變，還包括運轉模式與個體觀念的根本性變化。近年來，探討大學轉

型成為了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大學轉型是什麼？通過國內現有文獻的歸納整

理，有學者認為大學轉型是實然追求應然的問題，是追求自身合理性、科學性、

成熟性的過程。同時有學者按照類型劃分為內部轉型與外部轉型（陳武元、李廣

平，2021）。從外部來看，資訊化、全球化浪使得各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高等教育作為影響未來發展的因素之一也面臨著轉型壓力。加之橫空出世具備資

料搜索、強大計算能力、先進演算法等優勢的 ChatGPT，在各類考試中的得分都

優於人類參考者，並且隨著版本的升級其效果更加明顯。為學習者提供了多種服

務，實現學生的自主學習。因此在大學轉型領域中引起了熱烈討論，影響了大學

轉型發展和人才培養目標的調整。從內部來看，大學發展與各主體關係密切，但

多元主體間的價值訴求出現差異，與國外高等教育的價值認知不同。我國正處於

重要的轉型節點，習近平總書記對目前社會發展做出基本判斷，從戰略上對各領

域做出要求。因此，高等教育領域的各項改革涉及內外部雙重壓力，主動向高層

次轉型迫在眉睫。大學轉型發展，既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技術不斷發展背景下千

載難逢的好機遇。 

二、ChatGPT：給大學轉型帶來的機遇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ChatGPT 在教育場景中的應用價值比我們預想的

多，要不斷提升 ChatGPT 基礎應用在轉型過程中的應用價值。就教育本質來講，

ChatGPT 對大學轉型的價值在於深度變革教育管理效率和思維模式，提升學習者

學習體驗，為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和創建學習型社會提供現實機遇。 

(一) 提升學習者學習體驗 

ChatGPT 可以提升學習者學習體驗，做到因材施教。ChatGPT 的優勢就在於

通過海量數據重組給師生帶來個性化、人性化的使用體驗，搭建自主學習平臺，

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和學習目標（陳武元、李廣平，2021）。通過更加擬人化的

方式深刻理解使用者的需求，提供更加全面、具體的服務，讓學生更輕鬆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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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受此類學習方式，因材施教的目標更易實現。文獻研究表明，ChatGPT 通過

強大的資料基礎和自主性的使用方式，提供私人定制的教育產品。學生有完全的

自主權去決定自己學什麼、怎麼學、怎麼評價自己的學習結果；同時可以建立自

己的圖書館、資料室等（朱永新、楊帆，2023）。學生的不同學習風格都可以在

ChatGPT 中體現出來，從而使得 ChatGPT 能根據其風格創建符合其個性特點的

未來發展規劃。在國際學校中發揮著潛力與變革力，提供個性化的輔導和支援，

豐富了學習資源，促進了跨文化交流與合作。總之，ChatGPT 目前做到了解決即

時問題、進行邏輯推理、完成創意寫作等，給學習者帶來更加具體、個性化的學

習體驗。 

(二) 促進教育模式的轉變 

ChatGPT 帶來了教育模式的轉變，促進大學轉型。首先，ChatGPT 作為先進

演算法軟體，知識中心化思想薄弱。在課程設計和教案撰寫上給教師提供教學思

路；讓教師在日常繁雜、重複機械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使其更加專注於學生成長

和自身發展；瞭解學生未來不同發展規劃，做出畢業就業指導；將更多時間運用

到師生互動和交流中，成為師生良性互動的有效媒介。其次，ChatGPT 依靠強大

的、突出的科研協助工具，回答學術性較高的問題。如對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調

研時間和專業積累才能完成的問題，通過程式碼撰寫、用給定的研究問題與核心

變數構建實驗模型、對人為提出的問題進行修復和完善。在大學轉型時期，這種

能力能夠突破轉型時間過長的問題，從漸進型模式轉變為突變型模式。最後，

ChatGPT 調整人才培養目標。明顯的科研轉型，對人才培養目標的調整具有積極

作用。如通過 ChatGPT獲取大量資料資訊的基礎上，培養具備「構想者」能力的

人才。要做的最大功課就是弱化知識傳授，培養凸顯學生的個性化。再如目前不

少高校培養的人才不僅要求具備基本的知識素養，還要善抓機會、富有遠見、學

會自製、終身學習等能力。同時，ChatGPT 正在發揮隱性教育功能，對提升學生

的情感品質、培養較高的道德感和人工智慧相關能力有促進作用。 

三、ChatGPT：給大學轉型帶來的挑戰 

新事物的出現必然有利有弊。ChatGPT 在為大學轉型提供機遇的同時，也產

生了個人價值觀與公共道德問題。 

(一) 價值觀養成偏差 

價值觀作為人思維感官之上做出的認知、理解、判斷和抉擇，具有較強的主

觀性、持久性、選擇性和歷史性。在瞬息萬變的社會，價值觀的穩定性不足，對

不同事物的判斷和認知也在不斷變化。研究認為，ChatGPT 作為智慧軟體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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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學生的學習，但缺少對學生價值觀的指引、忽視學生個性發展。因此要充分

發揮以 ChatGPT 在內的人工智慧新技術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的正向作用，而不是

讓新技術反客為主，出現主客顛倒的現象。不少研究認為目前出現的「純技術化」

問題，容易導致學習者只滿足於知識獲取的便利性，缺少思考和創造。在大環境

的影響下，學生開始出現抄襲剽竊、考試作弊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背後是學習者

利用 ChatGPT 的方便，從根本上對資訊的選擇和判定出現了問題。既然 ChatGPT

的出現在獲取、整理、分析資訊方面上已經足夠強大，因此教育最終是要培養學

生對生命的感悟、培養意志行為規範能力，是追求自由學習、終身學習，塑造正

確價值觀的過程。因此，大學轉型的核心是人才培養目標的制定與調整，最終目

的是培養「全人」。 

(二) 學術風氣偏失 

ChatGPT 整合大量資料進行重組分析，不免會出現資訊錯誤、事實性錯誤問

題。涉及到前沿理論與更高深的知識領域時，還會增加錯誤率。學習者在使用

ChatGPT 時如果不加甄別和選擇，會造成對資訊和資料的誤讀。因此，大學轉型

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以學術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高校，轉型更是需要一個積

累的過程。ChatGPT 的出現，使那些追求學術權益、智慧財產權保護至上的領域

出現借助 ChatGPT 捏造結果、重複提交、抄襲科研內容等問題。這些問題又牽

扯出版權問題，通過 ChatGPT 寫出來的文章是否有效、查重問題如何解決等，

都是轉型中對學術的挑戰。除了學術行業風氣問題，還存在教師角色定位偏差問

題。ChatGPT 在處理資料、提供知識的基礎上做的比人類好，完備的知識基礎、

推理能力、表達能力，使得教師個體在這些方面缺乏信心，看待 ChatGPT 的想

法又存在偏駁、甚至極端排斥現象，以至於出現焦慮情緒、抵觸心理，不利於教

師對新事物的學習和利用。其思想和觀點也會在日常教學中潛移默化到學生的觀

念之中，從而出現排斥新事物的現象。因此，教師不僅不能放鬆對自身專業發展

的要求，還要堅持對教學實踐進行反思，通過不斷的價值反思、教學反思、學術

反思，改善自身的教學品質（朱永新、楊帆，2023）。 

四、未來：利用 ChatGPT助推大學轉型 

當前，大學轉型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點，大學轉型的重點在於價值觀

的引導，培養「構想者」型人才；引導學術風氣向更好方向發展，避免知識性依

賴、學術作弊等問題；又能夠推進大學系統性變革，促進大學轉型。 

(一) 調整人才培養目標 

調整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使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引導價值觀正向發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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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ChatGPT 可能出現上文所述問題，導致個人價值觀出現分化。堅持正確的價

值觀引導能夠堅守正向風氣的傳遞，減少學術不端現象的出現。轉型過程中做好

軟體治理工作尤為重要。其次，ChatGPT 等應用產品的出現，在便捷獲取知識的

同時也不能否認記憶和背誦知識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需要調整人才培養目標，

重視培養學習者創造知識、發現規律、揭示規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學不能通

過掌握知識多少和應付考試來衡量大學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程度，而是要更加重

視創新意識、認知情感、道德自律、正確價值觀的培養和塑造以及運用人工智慧

所需要的精神品質。最後，在 ChatGPT 盛行的大環境下，大學轉型中人才培養

目標的調整點在於加快分辨 ChatGPT 帶來的利弊點，適應數字技術帶來的轉型

機遇與現實誤差。努力調整人才培養目標與技術變革的現實差距，創新與技術變

革相匹配的教育理念、培養方式。大學轉型時期應遵循人才培養規律，深入瞭解

未來就業的發展趨勢。 

(二) 推動轉型系統性變革 

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推動大學系統性變革，促進高效轉型。首先，大學轉型

是將大學看成一個有系統的組織體系，是對實然狀態的超越性突破。嵌入

ChatGPT 人工智慧軟體是一種基於資料賦能的轉型，使教育內涵不再局限於學校

領域，包含移動學習、泛在學習、混合學習等新型教育模式，注重「以學生為中

心」、因材施教理念。具體來說，在 ChatGPT 的幫助下，將技術、課程、教材、

教師角色、資源建設、教材等子系統整合優化，完成大學轉型的關鍵環節。其次，

從治理理論來看，大學轉型關注整體性的文化治理，具有新的拓展功能，包括系

統性治理和理念變革。現實層面，加強技術的深度嵌入，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

將外在資源和數據轉換為內在技術。不少高校在課程中建立「對話法」施行創新

創意課程與頭腦風暴體驗，從學生學習體驗入手進行底層轉型。大學轉型過程中

不僅要從宏觀視角來治理轉型過程中構建的理論框架，也要嵌入 ChatGPT 人工

智慧軟體解決技術層面的問題，是 ChatGPT 智慧技術軟體和多元治理動態耦合

的過程（吳立保，2022）。 

五、結語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在教育領域中起到龍頭作用，大學轉型是重要的

變革手段。大環境複雜多變，資訊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轉型不能再依靠原有模式

進行，而要更多考慮其技術層面的要求。ChatGPT 的出現，衝擊著轉型過程中的

技術手段和技術理念，還衝擊著個體的價值觀、思想觀念和角色定位。迎合生成

式人工智慧技術的出現誠然重要，但是回望過去的轉型實例，必定要立足於本土

化的人才培養理念。新時代，培養具備「構想」特點的人才，重點是在職業、工

作的選擇問題上，學校要做到將博雅教育放在重點領域，做好多學科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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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習能力」的評價、讓學生持有主動性態度。在嵌入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過

程中，不僅要審視兩者融合過程中的矛盾，也要重新思考價值觀引導的理性問題、

加強基本常識問題的學習（鄔大光，2021）；如「構想者」的培養核心是在學習

數位技術基礎上，去重視導師訓練其軟技能，包括批判型思維、溝通和適應能力。

做到通過 ChatGPT 等人工智慧軟體建立多主體協同育人機制，創建多學科交叉

學習的教師團隊，建立跨學科平臺，促進學習者多元成長，培養「構想」人才應

有素質。將「構想者」人才發展與培養置於轉型的核心地位，重視在數位化環境

之下人的數位應用技能和創新實踐能力，培養複合型人才，鼓勵學生自我探索，

不斷學習和更新知識體系。正視轉型中出現的「實然」與「應然」不匹配問題；

在實踐中研究轉型的方法、探索轉型路徑，建立符合新時代的大學轉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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