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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高校工科教师教学的现实困境和
能力提升路径

李芳, 钱正春, 成焕波, 孙梦馨, 郑璐恺

(南京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摘要:迈入智能时代,新兴数字化技术驱动高等教育走向“人机协同,融合共生”的教育样态。 数字化技术的广泛

应用是把“双刃剑”,既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给高校教师带来了一些现实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
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教师由教学资源的独立构建者退变为工具人、教师数字素养缺乏和专业知识滞

后导致教学无力感以及教师角色价值弱化引发职业焦虑。 面对这四种现实困境,本研究以教学效能感、设计思维

和惯习理论为理论基础,遵循“观照现实困境—审思形成原因—探析提升路径”的研究线路,通过分析工科教师在

智能时代教学过程中面临的内部角色冲突与外部发展困境,提出了“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多维整合—精准设

计—超越惯习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关键词: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G451

收稿日期:2024 09 25;修回日期:2024 11 24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全生命周期绿色理念的工程应用型人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研

究”(23CJRH030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能力导向、项目载体、数据驱动的课程数字化实践与课堂教学

改革研究”(23PXZ0402);江苏省 2023 年度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基于项目体系知识图谱构建下工程思维培养路径探索研究” ( C /

2023 / 01 / 01)

作者简介:李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机械工程、高等教育。

E-mail:
 

lif1198@ 126. com

引文格式:李芳,钱正春,成焕波,孙梦馨,郑璐恺. 智能时代高校工科教师教学的现实困境和能力提升路径[ J] .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5,25(1):9 15.

　 　 2019 年 5 月,首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

审议并通过的《人工智能与教育北京共识》指出,
通过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系统融合,全面创新教育、
教学和学习方式[1] 。 2024 年 3 月,教育部启动人

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教育” 融

合发展[2] 。 2024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

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 ,明确提出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

动,推动教师积极应对新技术变革,着眼未来培养

人才[3] 。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以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重

塑了教育空间,对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核心主体

的教师群体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如《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

点工作的通知》指出,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4] 。

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嵌入的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兴技术协助教师推动了个性化学习的发展,
实现了动态即时的教学评价,提高了教学效率,拓
展了学习边界。 但技术发展在给教育创造便利的

同时,也给高校教师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困扰和

挑战。
本文以工科教师教学的现实困境为研究切入

点,在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

上,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

在教学中面临的内部角色冲突与外部发展困境,透
视了困境背后的形成原因并开展了能力提升路径

研究,以期为高校工科教师开展智能时代的教学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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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时代高校工科教师教学的现

实困境

　 　 智能时代,教育的现实样态在信息技术推动

下发生了剧烈变革,主要表现为:以技术为基础的

学习环境再造,以自主、合作、探究为特征的教学

方式转变,以数据为基础的教育评价变革,以人机

融合为特征的教学手段重构,以服务为导向的人

员角色转换以及保障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
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优势日益凸

显,传统的教师角色被不断弱化。 为了了解一线

教师群体在教学中的真实感受,本研究通过远程

和面对面相结合的方式,对 38 位高校基础课和专

业课的任课教师进行了深入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

28 名本科院校教师和 10 名专科院校教师,涉及

机械、材料、计算机、电力、通信、建筑、车辆 7 个学

科。 访谈结果显示,高校教师遭遇的现实困境主

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师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

智能时代教师的知识传播者角色呈现出边缘

化特征。 这是众多被访谈教师的共同体会。 传统

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心地

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 而在智能时代,
知识的传播主体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边界,如以

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平台,以百度、B 站为代表

的互联网综合平台,以新东方为代表的社会培训机

构以及以华为、中望、讯飞等为代表的行业企业和数

字化技术企业。 上述知识输出端之间交互渗透,共
同借助便携的智能设备和高效的网媒传播,为学生

提供了极为丰富且获取便捷的学习资源,教师的知

识权威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削减,原本围绕知

识权威而形成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一对多”单向传递

结构演变为去中心化的“多对一”网状学习共同体结

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时代教学关系结构变化

(二)教师由教学资源的独立构建者退变为工具人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基于课程目标利用自身

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素养独立完成教学方

案的设计与实施。 由于教师自身教学风格不同和

各班学生的学情不同,每个教师的教学实践都具有

自身鲜明的个性化特色。 而在智能时代,海量而开

放的网络资源中,备课课件、教案和教学视频等课

程资源唾手可得,这一方面方便了优秀教学资源的

共享,有利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滋

长了人的惰性,部分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过度依

赖智能媒介技术。 在访谈中,有的教师将此形象地

描述为“课前备课搬运网络图文,课堂教学放映网

络音像,课后评价收集网络数据”。 这虽然只是一

种调侃,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师角色趋于工具

化、技术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的发展趋势。
(三)教师数字素养缺乏和专业知识滞后带来的无力感

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
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将“教师数字素养”一词定义

为: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

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

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

意识、能力和责任[5] 。 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教
师应掌握的数字化应用包含四个维度,如表 1 所

示,但在现实中,由于教师群体对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适应具有滞后性,很多教师数字素养不足。
此外,智能时代背景下专业知识的更新周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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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一项关于知识周期的研

究发现,在 21 世纪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

2~3 年[6] 。 相较于网络上专业知识和行业高新科技资

源更新的即时性和获取的便捷性,教师的专业知识更

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使得教师在知识传播中陷入

教学理念和方法不再先进的尴尬境地。 数字素养欠缺

和专业知识滞后带来的冲击会导致教师面对教学工作

时出现无力感,进而影响教学成效。

表 1　 教师应掌握的数字化应用

数字化教学设计
教师选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习情况
分析、设计教学活动和创设学习环境
的能力

数字化教学实施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实施数字化教
学的能力

数字化学业评价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生学业
评价的能力

数字化协同育人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

(四)教师角色价值弱化引发职业焦虑

由于传统的教师角色趋于模糊,教师专业知识

的滞后,学生对貌似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的依赖和

信服以及 AI 课程、AI 教师、AI 助教和 AI 学伴等人

工智能技术不断升级迭代,教师的职业价值在智能

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遭遇了技术价值的强

力压制。 教师群体在积极应对挑战的同时,不可避

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感。
以上四种“人工智能+教育” 背景下工科教师

面临的困境,最终都会使教学效能感显著降低。 教

学效能感是教育心理学中影响教师工作动力和教

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来源于当代心理学家班杜

拉的自我效能理论[7] 。 效能是指个体对通过个人

努力所能获得的结果的预期。 教学效能感是指教

师对自己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的能力的

主观判断,是解释教师内在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吴红耕等综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认为教师教学效

能感是一个多层面、整体性的概念,它既包括认知

成分,也包含情意成分;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信

念。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呈正相关,教学效能感的降

低会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和育人效果产生严重的负

面影响[7] 。 造成智能时代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降

低的原因可分为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因素。 本研究

基于访谈内容分析的实践视角和教育学、心理学和

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针对教师自身的内在因

素,提出了多维整合—精准设计—超越惯习三个层

次逐层递进的提升路径。 其中,多维整合是提升基

础,精准设计是必然举措,超越惯习是时代诉求。

二、智能时代高校工科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路径

(一)多维整合

在汉语字典中,“整合”一词的注释是集结不同

的意见或事物,重新统合,成为新的整体。 本文所

言的整合是指对各种教学相关的资源和手段的系

统化统合,并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从
而实现整个教学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联动,形成

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 多维整合是智能时代

教师从教学困境中提升的基础,具体而言,可分为

以下三个维度的整合。
1. 关系整合

数字化转型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

术在教育教学中已不再是辅助工具的角色,而是对教

育逻辑和教育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主体之一。 人、技
术、教育三者组成的三维交互关系取代了传统教育中

人—教育的二维互动关系,如图 2 所示。 这三者的关

系是技术赋能教育、教育促进技术,教师作为“人”的
代表推动教育,也响应教育的诉求。 人创造了技术,面
对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力求“人机协同”适应技术的同

时也要充分考虑技术对人的倒逼作用。 人—技术—
教育三个维度紧密相关,构建了边界模糊、动态多变、
持续建构的智能时代教育空间[7] 。 需要指出的是,这
三者都需要遵守社会的规范与约束。

(a)
 

传统高等教育中人—教育二维互动关系

 

(b)
 

智能时代高等教育中人—技术—教育三维交互关系

图 2　 传统高等教育和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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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整合

(1)教育资源的整合。 教育资源包括媒体素材

库、试题库、试卷库、案例库、课件库、常见问题解答

库、资源目录索引库等。 教育资源整合是信息化教

学的基础,其手段包括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取专业前

沿知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开展教育资源探

索、科研创新以及跨学科合作,通过网络化、虚拟

化、分布式存储等云计算技术实现资源的统一集成

管理,运用云计算技术建设教育平台,如教务教学

管理资源的共建共享等。 例如,工科专业通识课程

工程图学通过组建虚拟教研室整合了不同高校的

课程教学资源并实现了开放共享,教育部首批工程

图学虚拟教研室分别由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牵头成立,来自全国两百多个高

校的工程图学教师在虚拟教研室里上传和下载教

案、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料,也可以共享教学案例、开
展交流与讨论等教研活动。 同时,教师可以通过整

合不同工科专业教学资源,搭建开放性工科专业线

上实践教学平台等方法实现整合,还可以开展跨学

科整合。 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是智能时代凸显的

教学能力之一。
(2)教育技术的整合。 教育技术整合是指将数

字化教育技术和专业知识整合并将其应用到教学

中,使之成为有效的教学工具。 如在线平台实时、
多维采集数据获得即时反馈能够为教学决策提供

依据;智能云端设备可以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的

全教学环节;数字化学习游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实现寓教于乐;人机交互数字化教学手段能够

将原理、设计和应用等理论内容与实践相结合,开
展理实一体数字化课堂的教学实践等。 例如,在课

程内容与生产制造实际密切相关的工科专业课机

械制造的教学中,传统课堂不可能立体化重现产品

生产现场和制造过程,教学只能依靠教师言传和图

片及视频展示,实验环节也以实验平台操作和单一

验证性实验为主,学生对课程内容难以理解到位。
而在智能时代,教师可通过整合以 AR、VR 技术为

代表的数字化教育技术,模拟实际生产场景、搭建

工程实践虚拟仿真实践平台和远程三维模型库,从
而创设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教学场景,帮助学生掌

握专业知识和技能。
(3)教学单位的整合。 教学单位可以组建跨校

域虚拟教研室和跨专业、跨学科工科教师共同体,
为教师创建一个能够互动交流、协作学习的线上平

台,便于发挥教师的集群力量开展教研工作,促进

教学改革;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学习社区,便于

对数字化教育技术掌握程度不同的教师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与工科专业相关的行业及智能制造企业

进行校企跨界合作;开展工科专业课程体系搭建,
促进教师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等。

3. 价值整合

培养具备高度职业责任感、恪守诚信伦理的工

程技术人才是工科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传统的

工科教育注重知识价值和技术价值,而在进入智能

时代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离不开工程伦理的评

判和约束,如遵守与数字化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

道德伦理规范,包括依法规范上网,合理使用数字

产品和服务以及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使用数

字产品和服务时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

确、安全保障的原则,尊重知识产权;遵守网络传播

秩序,利用网络传播正能量等。 作为人文价值重要

组成部分的工程伦理在工科教学中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日益凸显。 智能技术不仅作为手段和工具在

教学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对人的思想领域

的渗透也日渐深入,开始出现消减甚至遮蔽人文理

性的趋势[8] 。 在访谈中,有的教师反映在工程制图

测绘这门实践课程中,部分学生利用技术手段规避

手写手绘要求,设计说明书以机械手模仿手写字体

打印后提交,工程图纸则通过视觉识别技术和机械

手临摹完成。 因此,在智能时代,教师需要更多关

注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并将其和知识价值、技
术价值有机整合为工科教育的价值目标体系。 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人机交互过程中存

在的伦理道德问题,培养学生遵守人工智能教学设

备使用的法律法规,执行伦理道德、产品知识产权

以及安全保护原则等要求。 此外,教师还应关注数

字化教学实践对学生世界观产生的深刻影响,提升

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认知和适应

能力。
(二)精准设计

设计思维是智能时代教师的关键教学能力之

一,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并指向未来的、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设计思维的目标是为现有或

未来的问题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核心是增值性和以

人为本[9] 。 不同于以往的教学设计,智能时代的教

学设计是结合学生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有效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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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系统安排与组织,对学习过程进行及时调整

与控制,从而达到高质量学习目标的教学活动。 这

种精准设计是教师应对现实困境的必然举措,在促

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力和培养学

生高阶思维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0] 。
精准设计对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

的能力以及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能力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包含设计的数字化、设计的个性化以及

设计的专业化三个要素。
1. 设计的数字化

设计的数字化是指设计者能合理地选择及使

用合适的数字技术资源。 教师选用数字技术资源

开展学习情况分析、设计教学活动、创设学习环境

和进行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 例如,教师利用智

能阅卷系统、题库系统、测评系统等数字评价工具

对学生学习能力、学习风格进行分析;多渠道收集

并依据教学需要选择、管理、制作数字教育资源;
依据教学目标设计融合数字技术资源的教学活

动;利用数字技术资源突破时空限制,创设网络学

习空间与物理学习空间融合的学习环境等。
2. 设计的个性化

不同学生的认知风格、知识背景不同,导致其对

学习的需求有差异。 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

验和学习效果,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利
用数字技术资源发现学生学习特点,开展针对性指

导;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提升学生

参与度和交流的主动性。 此外,不同学校的办学模

式、培养目标、设施条件等千差万别,这也是教师在

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客观因素。 个性化设计的最终目

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实现学生个性与

能力的充分发展。 例如,以优质个性化教学著称的

美国萨米特公立学校(Summit
 

Public
 

School)与脸书

(Facebcok)合作搭建了一个为学生提供自由探索和

有效指导的个性化学习平台,学生可通过平台自学

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任务。 教师则需要在每学期初

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目标设定,同时要在学生的学

习过程中通过平台系统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随时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难度和任务及进行个别化

辅导[10] 。
3. 设计的专业化

设计必须以相应专业的培养目标为依据。 以

工科专业为例,智能时代工科学生的核心素养应具

备批判力、创新力、学习力、数字素养和国际化视

野,以及遵守工程伦理[11] 。 教师应依据教育部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和《工程教育

认证标准(2024 版)》的要求,
 

在学、思、用、创各个

环节以“精准适配”为原则进行设计,以达成智能时

代发展工科学生关键能力和培育工科学生核心素

养的教学目标。 例如,与数字化企业合作设计以

AR、VR、MR 等人机交互技术开发的虚拟仿真工程

教育实践平台,开发由开放性教学资源、层次性学

习流程、真实性行业场景、多端化学习交互和动态

性过程评价组成的数字化课堂,与行业企业合作设

计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最终设计打造出理虚实一体

的产教融合工科专业教学场域,如图 3 所示。

图 3　 理虚实一体的产教融合工科专业教学场域

(三)超越惯习

“惯习”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提出,它既是行动者的内在主观精神状态,又是外

化的客观活动[12] 。 智能时代引起教师教学的现实

困境有内在和外在多方面因素,教师自身的旧有惯

习和时代发展的不匹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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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惯习是所有转型期时代发展的诉求,突破困境

的过程就是超越惯习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形象

地比喻为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即改变以往的思维

范式和行为机制进而塑造新的惯习。 透视高校教

师现实困境背后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超越并

重塑惯习。
1. 超越以教师为中心的惯习,在“用户本位”的

理念下塑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惯习

所谓“用户本位”是指信息传播要以用户为中

心,既要分析与满足用户当下的信息需求,还需预

想用户将来可能的行动路线及新的需求。 以学生

为中心意味着教师需要基于用户思维的相关理念,
彻底抛弃传统教育观念中

 

“教学权力拥有者”的认

知,以学习设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开展教学工

作[13] 。 首先,教师应摒弃传统“以教定学”的教学

方式,通过数据分析模型开展学业数据分析,依据

学生的学习需求精准选择知识供给内容;其次,教
师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资源突破时空限制,丰富

知识的推送方式;最后,教师还需要提升学生在知

识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度和交流主动性,如在慕课中

设置留言板、讨论区等。
2. 超越关注技术理性的惯习,塑造人文价值理

性文化与技术理性文化相融合的新惯习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学阶段是个人思

维方式塑造和价值体系养成的关键期,引导和协

助学生完成个人发展任务是高校教师最本质的任

务之一[14] ,更是教师在智能时代存在的根本性

价值。
迈入智能时代后,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和教学设备智能化进程的加快,在效率取向的实践

教育教学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过度注重

技术理性的发展而忽略对人文素养理性关照的现

象,教育中人性、智慧性和批判性等教师本应展现

的价值理性逐渐式微,对技术理性的推崇和依赖消

减甚至遮蔽了教育最本真的价值属性。 因此,在智

能时代,教师需要重视对学生的精神关照与心灵培

育,超越人工智能,给学生推送对生命成长有利的

智慧,如对价值和情感的体认,对“真”“善”“美”等

精神和人性特质的培育。 同时,教师也要注重培养

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思能力、批判能力

和创新能力,积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拓宽德育

途径,创新德育模式,拓宽育人途径,营造有温度、
有深度、有广度的智能时代教育新场域[15] 。 在充

盈学生精神生命的同时,教师本身也将从中获得充

分的价值感和幸福感[16] 。

三、结语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给高校工科教育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促进了教育系统各要素的

重组,赋能和塑造了工科教育新图景[17] 。 教师作

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主体也面临重塑教师教

学的权威性和知识传递方式的新挑战。 面对挑战,
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这场变革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

教育观念和方法的深刻转变。 教师要主动适应现

代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从多维整合、精准

设计和超越惯习三个方面突破自身的现实困境,不
仅关注技术的应用,更要深入理解技术与教育之间

的深层次关系,探索与智能时代发展相适应、与育

人目标相契合的教学新模式[18] ,满足智能时代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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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embark
 

upon
 

the
 

epoch
 

of
 

intelligence 
 

the
 

advent
 

of
 

transformative
 

digital
 

technologies
 

is
 

necessitating
 

a
 

profound
 

e-
volution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steering
 

it
 

towards
 

an
 

educational
 

paradigm
 

defined
 

by
 

the
 

harmonious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intellect
 

and
 

machine
 

capabilities 
 

alongside
 

a
 

symbiotic
 

integration
 

that
 

enriches
 

both.  
 

The
 

pervasiv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unctions
 

as
 

a
 

double-edged
 

sword 
 

it
 

not
 

only
 

propels
 

the
 

adv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introduces
 

a
 

series
 

of
 

pragmatic
 

challenges
 

for
 

university
 

educators.
 

These
 

challenges
 

can
 

be
 

primari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distinct
 

dimensions 
 

The
 

pivotal
 

role
 

of
 

ed-
ucators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has
 

been
 

marginalized.
 

Teacher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being
 

autonomous
 

architects
 

of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to
 

mere
 

facilitators
 

of
 

learning.
 

The
 

pervasive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tiqu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mong
 

educators
 

has
 

engendered
 

a
 

profound
 

sense
 

of
 

powerlessness
 

in
 

teaching
 

endeavors 
 

further
 

diminish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oles
 

and
 

culminating
 

in
 

heightened
 

occupational
 

anxiety.
 

In
 

light
 

of
 

these
 

four
 

intricate
 

dilemmas 
 

this
 

study
 

is
 

firmly
 

anchor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teaching
 

efficacy 
 

design
 

thinking 
 

and
 

habitus
 

theory.
 

It
 

embarks
 

on
 

a
 

research
 

trajectory
 

that
 

encompasses
 

reflecting
 

upon
 

authentic
 

dilemmas—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exploring
 

pathways
 

for
 

enhancement.  
 

By
 

delving
 

into
 

the
 

in-
ternal

 

role
 

conflicts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engineering
 

educators
 

within
 

the
 

realm
 

of
 

intelligent
 

educa-
tion 

 

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pproach
 

underpinn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ducation
 

has
 

been
 

advocated.
 

This
 

innovative
 

framework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eticulous
 

design
 

while
 

transcending
 

conventional
 

practices 
 

thereby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educators
 

instructional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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