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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视域下社区体验学习的变革与思考
□宋亦芳 1，2 卢旸 1，2

（1.上海开放大学 航空运输学院，上海 200336；2.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上海 200336）

摘 要：近年来，社区体验学习已经成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学习方式，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

满足市民多样化学习需求、改善学习体验感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然而，目前社区体验学习也存在定位不确

定、师资不足、资源缺乏、方式单一等问题，影响了体验学习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不
仅可以弥补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更有助于促进学习生态的迭代与升级。从支持服务上，AIGC可以提供人
机交互的体验参与方式、生成导向的体验学习资源和智能融入的体验学习环境；在学习过程上，AIGC 可以
促进社区体验学习形态、学习模式、学习策略等的重构，为社区体验学习拓展了新的空间，促进了 AIGC 在
社区体验学习的新应用。 智能时代，新技术融入社区体验学习，需要在观念上对体验学习进行全面反思与

升级，包括基于 AIGC的社区体验学习观、社区体验知识观及社区体验课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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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认为，体验学习“是指学习者亲身介入实

践活动，通过认知、体验和感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

新的知识、技能、态度的方法。 ”[1]目前，社区体验学

习是社区教育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主要依托社区

各类场馆、景点等开展参观性学习，或依托社区各

种实训室、工艺室开展技能性学习等，近年来也在

探索依托社区数字场景开展虚拟学习，由于其更符

合社区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及学习需求，比如社区人

文知识、手工艺、传统技艺学习等，因而受到了社区

学习者的广泛欢迎， 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重

视，成为满足市民多样化学习需求、改善学习体验

感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然而，目前社区体验学习也

存在定位不确定、师资不足、资源缺乏、方式单一等

问题，影响了体验学习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的快
速发展和迭代，尤其是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升
级版 GPT-4 在理解、思维、交流、判断等方面体现

出的强大能力，引发了人们对于学习方式变革的重

新思考， 并成为教育政策和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

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关于教育新基建的政策文件中

强调，要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助教、智能学伴

等教学应用，实现“人机共教、人机共育”，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2]；杨宗凯等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

“教育场景、教育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学习方

式、育人理念等”之变，推动教育场景从人际转向

“人际+人机”[3]；袁磊等认为，AIGC“为人们获取知
识、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持”[4]。 在此

背景下，AIGC对于社区体验学习的意义，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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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和化解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更是学习生态的

一次迭代与升级。

二、AIGC催生社区体验学习支持新模式
研究认为，AIGC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实现自主思考和创造性表达”[5]，其与体

验过程的有效耦合，将催生社区体验学习支持新模

式。

（一）人机交互的体验参与方式

目前，社区体验学习与传统学习一样，主要交

互方式是人际交互，包括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学习

者之间等。在参观型体验中，学习者主要通过场馆、

景点等讲解员（导览员）的讲解进行感知、获取知

识；在操作型体验中，如剪纸、茶艺、手工艺等，学习

者在工艺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实践获得技能；在虚

拟型体验中，如模拟驾驶、模拟手机操作、模拟购物

等， 学习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模拟体验；还

有角色扮演型体验、 讲座讨论型体验等亦是如此。

在上述社区体验学习中，不管是讲解员（导览员）、

工艺师、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指导教师，都很难实现

有深度、个性化、随时随地的指导，在帮助学习者答

疑解惑、梳理知识、归纳要领等方面的能力是极其

有限的。 但社区学习往往以非正规、非正式学习为

主，学习者缺乏系统知识，对教师依赖度比较高，师

生交互尤为重要。

研究认为，AIGC 可以通过“扮演教师、学生或

者其他任何教学角色，让它代替人力陪伴自己进行

教或学的练习”[6]， 从而形成人机交互新机制。 以

ChatGPT 为例，其强大的识别、理解、推理和判断能

力，可以弥补社区体验师资能力的不足和学习交流

问题，帮助体验学习者实现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在

ChatGPT 的帮助下，一方面，社区学习者可以不拘

泥于体验教师的统一指导内容，无需强求与教师的

要求同步， 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查找相关资料，以

指导自己的体验内容、方式、进度等；同时，在体验

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机器进行知识或技能的拓展、归

纳、提升，还可以进行学习效果评价等。 另一方面，

体验中的人机交互也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进化，机器通过长期采集社区学习信息、与社区学

习者交互，进一步了解社区体验学习的“社区化”特

点、内容、方式等，实现了自身的“社区化”进化，从

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服务社区体验学习，意味着人

机交互社区体验学习方式可以实现自身循环提升。

不难看出，人机交互的社区体验参与方式丰富

完善了传统体验学习的特征内涵。首先是服务个性

化。 包括学习内容、方式、进度、时间等诸要素服务

个性化，既符合社区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的特点，也

符合体验学习注重自主性的需求，体现了 AIGC 支
持、服务学习者需求的强大能力，而传统体验学习

服务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是人机协同化。 人机交互

的结果促进了人和机器共同进化，从而让学习者智

慧提升、机器智能增强，实现了人的体验和人工智

能体验双向效应，在此基础上依托 AIGC 深度学习
能力， 帮助学习者对体验经验进行拓展、 归纳、提

升， 促进了学习者根据体验需求实现拓展学习、系

统学习，从而大大提升了体验学习的效能。 最后是

反思智能化。研究认为“反思是体验学习的关键”[7]，

强调了反思在体验学习中的核心作用，在人机交互

环境下，依托 AIGC 帮助体验学习者反思，其广度、

深度、高度都是传统体验反思无法比拟的。

（二）生成导向的体验学习资源

这里的学习资源主要指学习所需的类似教科

书、讲义等学习资料，但如何认识体验学习中的资

源问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从现状来看，社区

开展体验学习的时间不长，体验场所主要都在非教

育部门，如博物馆、景点、智慧馆或实训室等场所

（上海称体验基地，成都称游学馆），近年来体验学

习资源主要包括场馆、景点介绍，或作品介绍、制作

说明等，可以说教育上定义的那种学习资源目前尚

未形成。其实，关于社区体验学习资源建设，目前还

存在许多困境问题；一是谁来建，体验基地没有资

源建设职能， 社区教育部门则很难把握体验资源；

二是要不要建，由于目前社区开展体验学习比较注

重休闲，存在一定随意性，所以对于体验学习资源

还没有形成刚性需求；三是建什么样的资源，由于

体验学习与其他学习不同，很难沿用传统模式与标

准建设学习资源，所以难有定论。

客观上，体验学习是一种随机、变化的学习过

程，以传统人工的方式建设资源也确实令人勉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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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AIGC技术以智能生成的方式形成学习资源，如

ChatGPT “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文本信息，

使教师快速查阅和获取信息变得更加便利、更加快

捷”[8]，这完全适合体验学习随机、变化的特点，也颠

覆了人们对社区体验学习资源建设的认知，使许多

资源建设难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 AIGC 的语境中，

传统固化的体验学习资源已不复存在，以智能生成

方式形成的资源不再有固定“排版”和“页码”。有研

究者认为，“AIGC已具备与人类进行资源共创的潜
力”[9]，就是说当学习者开始社区体验学习时，机器

便可根据体验场景、 资料等进入同步学习过程，其

深度学习能力可以根据体验内容生成学习资源，或

判断学习者的需求生成相应资源，也可以根据学习

者的习惯或能力提供指导性资源等。

鉴于此， 我们需要超越对传统学习资源的认

知，基于 AIGC 的基本原理重新审视社区体验学习
资源的基本特征。 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动态性，

表示资源是随着体验学习活动开始而生成的，如果

重复体验则每次生成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动

态资源只针对当下体验而不是下一次体验， 因为

AIGC具备自学习和自我迭代功能，“能够根据用户

信息更新信息储备， 使得输出的内容就会更精准、

丰富”[10]；其次是系统性，说明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对

本次体验活动的系统回答，是综合了体验所在的社

区、场景、内容、方法等因素作出的总体判断，从而

为指导社区体验学习、分析体验结果提供全面的参

考，并可以大大提升体验的效果；还有就是拓展性，

表示智能生成的内容可以根据体验学习者的需求、

体验内容等进行拓展，帮助学习者全面了解相关信

息，从而作出更为全面的分析结果。

（三）智能融入的体验学习环境

这里的环境是指为体验学习提供的场所、设

施、人文等物质条件总和，属于狭义概念。从近年来

社区开展体验学习的情况看，常见的体验学习环境

主要依托已有的社区资源创设，包括场馆类、景点

类、实训室类等，既有实体环境也有虚拟环境，旨在

满足不同类型社区体验学习活动的需要。 然而，这

些学习环境对于如何有效开展体验学习显得不足。

首先是统一化、通用化的环境设置很难满足学习者

个性化的体验需求， 比如在参观型的体验环境中，

当学习者需要体验某一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时，很难

再深入一步体验；在操作型的体验环境中，也很难

满足不同兴趣、不同能力的学习者开展所需的体验

活动。 其次是环境设置缺乏学习过程设计，不管是

参观型、操作型还是虚拟型的体验，环境通常都是

以活动流程而不是学习流程设置，更多体现了体验

式活动而不是体验式学习。 还有就是即时性、陪伴

式的学习设备缺乏，加上人力限制，体验者很难得

到及时的体验指导， 从而使体验学习缺乏人文关

怀。

显然，仅仅通过硬件改造来改善体验环境并非

最佳选项，AIGC 技术的融入可以有效弥补上述不
足。 所谓融入，是指人工智能技术与体验环境中的

各种设施实现有机耦合， 实现体验学习认知工具、

建构工具和协作工具的智能升级，并体现在三个层

面：首先是技术层，就是将 AIGC 技术植入现有的
体验系统中，借鉴金融、医疗、电商等领域已有的成

功经验，使体验场所换上智能大脑，比如场馆的导

览系统、实训室的指导系统等，形成人机共学的环

境；其次是交互层，就是学习者与智能技术的交互

界面，需要音频、视频、机器人等设施的加持，尤其

可以借鉴智慧图书馆 GPT 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结合
构建智慧传播系统的经验 [11]，增加人文关怀，促进

时时、处处的学习需求；还有是应用层，就是根据体

验项目配置相应的软硬件设施，比如语言、图像、音

乐等系统。

智能融入的体验学习环境最主要的特征是一

体化， 就是体现传统环境与人工智能环境的一体

化，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撑的，关系是耦合的，从

而架设了传统学习和智能学习的桥梁，这一点对于

社区学习者适应学习方式转变是特别重要的。 同

时，这种环境还体现了工具化，AIGC融入的学习环
境设置不再是简单的硬件改造，而是体验学习工具

的提升，重点关注体验学习中如何认知、如何建构、

如何协作等问题，旨在实现问题解决、反思、抽象等

关键环节的优化，包括 AIGC 融入下的问题解决工
具、协同工具和反思工具。 此外，从人文关怀角度

看，智能融入的体验学习环境还可以实现智能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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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

三、AIGC创设社区体验学习过程新样态
AIGC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体验学习过程的重

新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支持下社区体验学习将面

临体验学习形态、学习模式、学习策略等的重构，为

社区体验学习拓展了新的空间。

（一）关于体验学习理论的再认识

从理论上看，社区体验学习是建立在传统体验

学习理论之上的。 约翰·杜威（John Dewey）被认为
是体验学习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家之一，他

认为学习可以发生在生活中，经验教育成功的两项

原则是连续性和交互性[12]。 当然，迄今在理论方面

影响最大的当属大卫·库伯（David Kolb）提出的“体

验学习圈”理论，他认为体验学习过程是由具体体

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和行动应用四个阶段构成

的循环 [13]， 即学习者首先需要进行亲身感觉或感

受，然后对亲身经历或观察到的感觉或感受进行分

析、评价，再把反思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抽象形成一

般结论或理论， 最后在新的情境中检验结论或理

论，其中直接经验与抽象概括两种体验是通过内涵

转换（反思观察）和外延转换（行动应用）实现的，因

此可以认为体验学习是体验的转换并创造知识的

过程。 其实，“体验学习圈”仅是一个理想化学习模

型，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提出过很多不同看法，但其

直接经验和反思的教育哲学和方法论，将有助于人

们不断认识、完善社区体验学习。

首先，社区体验学习如何理性提升。研究认为，

“学习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 层层深入的过程”[14]，

社区体验学习从具体体验到反思乃至抽象，人的高

阶思维决定了学习发生的走向和程度，如果高阶思

维缺乏或肤浅，那么学习就不会发生或发生的质量

不高。 早期的体验学习主要是以探索学习、户外学

习等居多，传统教育也以实习、实训、活动等为主，

人们通过感性体验和简单思维就可以获得知识。如

今，社区体验学习不再是简单的身体感受，而是促

进社区百姓通过体验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加社区体

验学习的愉悦感，需要理性层面的开掘和深化。

其次， 体验学习如何讲究效率。 在库伯看来，

“学习首先应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结果”[15]，因

此库伯的“体验学习圈”有四个过程并且学习圈呈

螺旋式上升。然而，社区体验学习的过程性，并不意

味着体验不要效率。客观上，从学习的效果来看，如

果体验时间跨度太长，反复走弯路，不仅会失去体

验的乐趣，更会无功而终。 在社区生活快速提升的

今天，体验学习更须讲究效率。

再次，体验学习如何开放灵活。 目前成熟的体

验学习理论，多数来自 20世纪早期或中期，都是基

于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产生的。如今数字智能时

代，人对知识获取的途径、方式早已颠覆了人的认

知，知识获取的模式不再固定。 基于社区体验学习

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库伯的“体验学习圈”哪一点

开始体验以及遵循学习圈哪个顺序体验，如今都是

值得商榷的。

（二）基于 AIGC的社区体验学习圈设计
改进和完善社区体验学习 ， 可以充分依托

AIGC支持的人机交互、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优势，

着力点就是智能技术与体验过程的耦合，关键点就

是以智能化促进体验学习效能化。

1.社区体验学习圈模型架构。 在库伯的体验学

习圈中，包括具体体验与抽象概括、反思观察与行

动应用的相互转换都是由学习者自身或教师指导

与同伴协同下完成的，所以体验的效果受人的影响

比较大。 在 AIGC技术支持的社区体验学习圈模型
中，中间加入了 AIGC支持模块（见图 1），表示社区
体验所有环节包括体验转换均在 AIGC 技术的支
持下进行。

图 1 AIGC 支持的社区体验学习圈模型

该模型是一个人机协同的社区体验共同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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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 中间支持 AIGC 模块的是共同体的关键要
素，强调智能支持对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也是与

传统社区体验学习的根本不同。 同时，社区体验学

习共同体充分考虑社区学习者不同学习程度和需

求的现状，在人机协同机制的引导下，将“使人类与

机器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弥补彼此的劣势，最终

达到人机合作效能的最大化”[16]。

该模型的另一个新样态，是 AIGC 技术与社区
体验过程的耦合， 重塑社区体验中的知识生成机

制。 在社区体验过程中，社区学习者具有丰富而多

样的个体知识，可以通过与机器的互动、依托 AIGC
提供的学习资源以及智能化的学习环境，提高具体

体验的效果，同样在其他体验过程中都可以强化这

种耦合。 为此，需要加强知识生成过程的 AIGC 应

用设计，实现社区体验学习新的“情境”“协作”“会

话”和“意义建构”的认知过程等。

2.社区体验学习模式构造。 在人机协同的社区

体验共同体中，社区学习者与人工智能之间也是一

种耦合关系，既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人工

智能的合理介入，就是说人机需要优化组合、形成

协同机制。 方海光等认为，人机协同是一个共生系

统，“两个共生单元发挥各自优势，利益耦合，打造

全开放、相互依赖的共生系统，其本质是二者之间

的合作博弈。 ”[17]因此，在人机协同中社区学习者与

人工智能的投入量是动态的，由此会构成不同的学

习模式，王一岩等在综合考虑人与机器优势和不足

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知识掌握的“干预—自主”式

学习、面向知识建构的“协作—探究”式学习和面向

知识创造的“对话—协商”式学习三种模式[18]；郝祥

军等基于人工智能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智能技术

分别扮演着专家导师、智能学伴、智能助手等角色

促进人的学习[19]。 为此，本研究提出社区体验共同

体人机投入分配机制 5 区模型（见图 2），由此形成
了不同的学习模式。

在①区中，由于没有人工智能的参与，社区体

验学习过程全部由社区学习者投入，强调社区学习

者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可以认为是自主式社区体

验学习，也就是一般的体验学习方式；在②区中，人

工智能投入度较低， 社区学习者的投入度较高，社

区学习者借助部分人工智能就能开展学习，强调社

区学习者有较强的学习意愿和能力，可以认为是基

于 AIGC 的对话式社区体验学习；在③区中，人工

智能和社区学习者的投入度相当，强调人工智能和

社区学习者都积极参与学习并互相支持，尤其是人

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为学习者承担更多的智力支

持， 可以认为是基于 AIGC 的协作式社区体验学
习；在④区中，人工智能投入度较高，而社区学习者

投入度较低，社区学习者主要依靠人工智能开展学

习，适合于社区学习者能力较弱的情况，可以认为

是基于 AIGC 的干预式体验学习；在⑤区中，只有

人工智能参与（假设为机器式），对于社区学习者来

说并无意义。 上述机制表明，可以根据学习者的不

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投入分配机制。

3.社区体验学习策略选择。 首先是认知优化策

略，就是解决社区学习者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特点。 AIGC支持的社区体验学习是人工智能环

境下获取知识的一种方法，每个过程都是在人工智

能支持下的学习，其信息加工过程与传统体验学习

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环境中，社区学习者需要处理

的信息量将会暴增，包括已有知识、感知信息、环境

信息、智能生成资源等，还要承担信息存贮、识别等

活动；同时，如果社区体验学习内容比较复杂，其信

息加工的复杂程度就会加剧。智能时代，“人与机器

逐渐形成学习共同体”[20]， 强化人机协同进行信息

处理加工， 尤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处理能力的优

图 2 社区体验共同体人机投入分配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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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仅有助于减轻学习者的信息加工压力、突破

个人认识极限，关键对反思、抽象等高阶心智活动

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 AIGC 环境中，既包括认知工

具的智能优化，也包括认知方法、认知过程的智能

优化，是一个完整的优化过程。

其次是人机调节策略，就是解决社区学习者对

人工智能依赖程度的差异性特点。 在 AIGC支持的
体验学习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人机关系，动态性是

人机调节策略的基本特点。 人是学习的主体，人机

调节的关键是以社区学习者为中心，以社区学习者

的体验为根本。 在人机投入分配机制模型中，人工

智能的投入度何为适度？首先要充分考虑社区学习

者能力、需求等差异性这一特点，通过社区学习者

的自主调节和人工智能的判断进行合理分配，不管

是对话式体验、协作式体验还是干预式体验，既要

符合社区学习者的能力现状，也要考虑社区学习者

的学习习惯。 在此基础上，也要根据体验学习不同

环节的性质、目标、内容等进行调节，如在直接体验

和行动应用环节， 人工智能的投入度可以适当降

低；而反思、抽象环节作为认知的关键过程，人工智

能的投入度可以加大。

最后是问题导向策略， 就是从解决问题入手，

实现社区体验学习灵活性、需求多样性特点。 库伯

的“体验学习圈”强调体验四个过程的顺序性和完

整性， 但在智能时代学习如何发生往往是不确定

的。 比如，AIGC依托知识生成能力，可以以问题入

手引导学习者直接体验， 并实时提供资料和指导，

促进问题的解决， 大大降低了直接体验的盲目性；

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直接体验与反思、抽象

也是交叉的或同时发生的， 过程是模糊的。 又如，

AIGC提供的知识很多被用于具体实践， 所以人们

的体验学习往往可以从间接经验开始，然后带着实

践问题回到具体体验。所以，AIGC超凡的知识生成
能力，提供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区体验方式，也打

破了传统体验学习固化的程式。

（三）基于 AIGC的社区体验学习重构

1.社区体验学习发展现状、特点与趋势。 社区

体验学习是在社区教育快速发展、广大群众学习需

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由于其与早期的

社区教育活动比较接近，所以原来的体验学习更多

的是一种活动。 随着社区教育不断整合社区资源，

比如社区场馆、景点等，扩大了社区教育的空间，也

为社区体验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

社区体验学习逐步成为社区教育的一种学习方式。

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的意见》 指出， 在组织课堂学习的基础上，

“探索团队学习、体验学习、远程学习等模式。 ”[21]

2019 年，《中国社区教育发展报告（2015—2017）》

把体验学习列为“课堂学习、体验学习、网络学习、

团队学习”[22]四种学习方式之一。

社区体验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最初是从建

立体验基地开始的。 2013年，上海率先建立终身学

习体验基地，涵盖红色文化、科普教育、文化艺术、

海派文化、智慧生活、陶艺创作、服饰文化和创意手

工 8 个方面[23]；教育部社区教育研培中心在各地建

立“i－实验”实验室，被认为是学习型社区建设的

“感知教育行动”[24]；之后成都等地也建立了游学基

地，近年来部分地区还建立以数字技术支撑的学习

场景，如上海的老年智慧学习场景等。在此基础上，

社区教育领域也在积极推进体验形式、 体验课程、

体验队伍、数字体验等内涵建设，促进了社区体验

学习的发展。 在研究方面，社区体验学习主要以杜

威的“做中学”和库伯的“体验学习圈”理论作为理

论基础和体验学习设计的基本依据。

总体来看，目前社区体验学习呈现学习对象中

老年化、学习形式活动化、学习目标休闲化等特点，

主要问题是对体验学习的定位不够明确、学习形式

单一，学习内涵不足等。肖畅等认为，目前社区体验

学习未区分体验活动与体验学习，有体验过程但不

一定有学习产生[25]。 虽然社区体验学习尚不成熟，

但总体呈现出比较积极的趋势，一是体验过程科学

化，积极探索体验过程的认知原理、方法，加强认知

手段的优化；二是体验课程化，近年来体验课程建

设取得一定进展；三是场景数字化，开展以 VR、仿
真等数字技术支撑的体验学习探索。基于发展的视

角，社区体验学习对于拓展社区学习方式、扩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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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供给，增强学习愉悦具有积极意义，AIGC 的应用
必将为社区体验学习提供新动能、激发新活力。

2.AIGC 赋能社区体验学习的新方位。 首先在

设计上，加强 AIGC 与社区体验学习的融合。 作为

一项先进的智能技术，AIGC赋能社区体验学习，首

先要结合目前社区体验学习的基本现状、特点和问

题，这是赋能的根本基础。 从原理上分析，AIGC 在
参与方式、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对社区体验学习都

能构成很好的支持，适合对现有的参观类、操作类、

虚拟类等体验学习形式进行智能化升级。作为一个

完整的体验学习，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形成基于智能

技术的体验学习设计方案。 以上述“基于 AIGC 的
社区体验学习圈模型”为例，要分析参观类、操作

类、虚拟类等体验学习形式的特点，基于实际应用

场景找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关键是实现体验活

动向体验学习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深化 AIGC 在
体验过程、体验策略、体验课程、体验队伍等内涵建

设上的赋能作用。

其次在过程上，强化智能环境下的体验学习模

式创新。从传统的社区学习来看，目前有自主学习、

团队学习、合作学习、在线学习、混合学习、活动学

习等多种模式，而基于 AIGC 的特点，我们又构造

了对话式学习、协作式学习、干预式学习等模式，这

是两种不同视角下形成的学习模式。 基于传统视

角，这些学习模式在体现人性化、情感、人际等方面

比较突出；而基于智能视角，这些学习模式在体现

能力、需求、人机协同等方面比较明显。 因此，首先

需要尊重目前社区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和需求，结合

传统与智能不同的环境，创新具有社区体验学习特

点的学习模式， 既要还原社区教育最本色的人文情

怀，也要体现人工智能的强大优势和魅力。 在模式设

计上， 并不能将两种视角下的学习模式简单叠加，需

要基于传统和智能共同视角对学习模式进行重构。

最后在策略上，形成智能环境下的体验学习效

能导向。AIGC以其智能技术优势，可以依托学习策

略设计，促进整体学习效能的提升，充分体现社区

体验学习“反思性、情境实践性和知识建构性的特

点”[26]。 基于认知优化策略，AIGC 强大的学习能力

和信息处理能力可以根据社区青少年、职场人士以

及主流的中老年人等人群的不同需求，提供有针对

性的解答和人机协同下的信息加工， 提升反思、抽

象等理性层面的学习效果，尤其能够充分关照中老

年人群进行高阶思维的需求； 基于人机调节机制，

对于社区多元化的学习人群，精准调节人机协同关

系，提供不同的学习模式，实现个性化、差别化学

习；基于问题导向策略，对于社区学习者不同的学

习问题，提供不同的体验路径，体现开放灵活的学

习机制。 因此，在 AIGC支持下，可以依托学习策略

的杠杆作用， 撬动社区体验学习过程的神经末梢，

真正实现既有快乐体验、又有扎实学习的社区体验

学习新样态。

3.ChatGPT 在社区体验学习的新应用。近年来，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
变着生产、生活及学习方式，创设了“人机协同、跨

界融合、共创共享的智能新时代”[27]。 本研究仅列举

具有代表性的参观类、操作类、虚拟类社区体验学

习案例（由实例改编），采用体验学习圈模型，分析、

比较 ChatGPT对体验学习过程的影响（见表 1）。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判断。 （1）

ChatGPT 可以作为智能教师、 智能学伴等角色，提

供有针对性的、动态的学习指导和学习资源，可以

通过机器学习帮助学习者进行高级思维活动；（2）

ChatGPT 对学习的所有过程均可提供支持，可以帮

助学习者实现深层次学习，在感性向理性转换中具

有重要作用， 较好地实现了体验学习的认知过程，

尤其对参观类体验学习作用明显；（3）ChatGPT 可
以实现以“人际+人机”为交互形式的多模式学习，

有利于学习模式的创新，适合不同学习能力和需求

的学习；（4）ChatGPT 对三类体验学习形式在过程

支持、方式支持、资源支持等方面不尽相同，需要分

类选择、有机融入，比如参观类体验学习如果没有

ChatGPT 的支持就成为一种浅层次学习或简单的
参观活动。

四、基于 AIGC的社区体验学习理念提升与思考
智能时代，新技术融入社区体验学习，对社区

体验学习不是简单形式上的升级，而是观念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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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类型 体验过程 传统体验学习 基于 ChatGPT 的体验学习

参观类：名人故居参观体
验学习（参观建筑、名人

介绍、业绩等）

直接体验
参观故居和人物生平、听导览员介绍、

与导览员和同伴交流
提供智能介绍、智能交流、智能资源

观察反思 与同伴交流体会
提供智能学习资料，通过人机交互提供对话式、指导

式、总结式等反思方法。

抽象概括 较少 提供机器学习结果，提供智能帮助。

行动应用 较少
提供后续参观帮助，比如根据房屋风格看名人经历、文

化素养等。

操作类：琉璃挂件制作体
验学习（将毛坯琉璃水晶

加工成饰品）

直接体验 听教师讲制作要领、制作、同伴交流 提供智能讲解、交流、学习资料

观察反思
观察制作，对琉璃制作的手势、力度、
顺序、工具、材质等分析，以自主为主

提供智能学习资料，通过人机交互提供对话式、指导
式、总结式等反思方法。

抽象概括 自主总结制作要领 提供机器操作总结结果，提供智能帮助。

行动应用 自主应用 提供应用帮助

虚拟类；老年人智能仿真
手机体验学习（学习购物

软件使用）

直接体验 听教师指导，仿真手机操作，同伴交流 提供智能助教、智能学习资源。

观察反思
观察操作步骤，反思方法、步骤、仿真

工具等问题
提供智能学习资料，通过人机交互提供对话式、指导

式、总结式等反思方法。

抽象概括 自主总结操作要领 提供机器操作总结结果，提供智能帮助。

行动应用 自主操作应用 提供多场景应用指导，提供智能帮助。

新认识，需要理念的全面反思与升级。

（一）关于社区体验学习观

社区体验学习是一种发生在社区里的学习方

式，如何在智能环境下认识这种学习的性质是提升

学习有效性的关键。 应该说，社区体验学习是服务

于社区成员终身学习的一种方式，其根本属性是社

区性，是为社区发展和人的发展服务的，所以社区

体验学习的基本点是立足社区、通过社区、为了社

区。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如何将其扎根社区、为社

区服务，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同时，体验学习是通

过亲历实践开展的学习，虽然学术界对体验学习提

炼了很多特征，但最基本的特征是实践性，技术的

加入也不应该改变这种特征，智能环境下的体验学

习绝不是纯技术性的学习，而是社区性、实践性、技

术性的有效融合。 目前，社区体验学习虽然还不完

善，技术的融入也存在很多困难，但我们依然需要

从社区性、实践性、技术性三个维度全面认识和思

考社区体验学习。

如何重构智能技术环境下的社区体验学习，需

要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双重支撑。 库伯提出的“体

验学习圈”理论虽然影响深远，但毕竟产生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其中也汲取了很多理论的营养，如建

构主义、情境学习、具身学习、分布式认知等理论；

网络时代，联通主义理论提出的知识网络的思想曾

经让人们看到网络学习对体验学习的拓展与支持，

但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连通的重要性自然下降，

因为人们无需在浩瀚无垠的网络世界里大海捞针，

ChatGPT 为人提供了唾手可得的信息，人机协同成

为学习理论新的支撑。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区教育

的发展，也催生了多样化学习方式的诞生，社区体

验学习来源于百姓身边，已经从以休闲为目的提升

到促进人的终身发展的高度。智能时代依然需要发

表 1 三种类型传统与智能体验学习比较表

注：基于 ChatGPT 的体验学习方式也可以有教师和同伴参与，表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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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社区百姓的智慧，重构社区体验学习的关键是回

归社区百姓的生活世界。

（二）关于社区体验知识观

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
快速应用，智能机器加入知识生产的行列，人们对

知识生成过程更加关注。 在社区体验学习的讨论

中，我们高度依赖智能技术在学习发生中的重要作

用 ， 认为是提升体验学习质量的关键 。 其实 ，

ChatGPT 并没有知识原创能力，只是知识的加工机

器，ChatGPT 回答的质量高度依赖于数据的质量和
数量 [28]，也可能会存在偏见，甚至产生和传播错误

信息[29]，由此生成的知识性质、质量可能存在问题。

从社区体验学习参与对象或教师来看，要准确辨别

真伪确实勉为其难，所以学习是不是真的发生很难

定论。 虽然在传统学习中，我们也会遇到知识生成

过程的错误指导，但智能时代信息量大、错误信息

隐蔽性强，防范难度大大增加。因此，在体验学习认

知过程中， 加强对智能技术的监督是至关重要的，

学习者需要增强辨别意识和能力。

社区体验学习需要怎样的知识呢？在传统教育

里，我们学到的多数是概念、公式或定理等组成的

“硬知识”。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发

生了变化， 出现了所谓 “软知识”。 乔治·西蒙斯

（George Siemens）的联通主义学说认为，网络时代

的知识已从静态的层级结构变成动态的网络生

态 [30]；陈丽认为，知识已从精加工的符号化信息回

归到人类的全部智慧，包括信息、经验、技能、态度、

价值观等。 [31]因此，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又回到了硬

知识形成之初的状态，称为知识回归；当然，当今时

代也需要硬知识，即知识重构。 社区体验学习是一

种社区百姓的实践性学习，追求的是知识回归。 智

能时代，我们将面临人工智能生成知识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我们既希望人工智能对社区体验学习知识

回归提供支持， 也担心人工智能带来的刻板与风

险，是智能与回归交织的知识观。

（三）关于社区体验课程观

从传统教育来说，课程指为实现学习目标而确

定的学习内容及进程的总和，包括学习目标、计划

等内容，有时也指一门学科。目前，社区体验学习课

程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说法和做法，已形成的少

量体验课程主要还是学校课程的翻版。以 ChatGPT
为例，其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可以设计学习计划、

学习内容，还可以建设资源、开展学习评价等；在体

验学习过程中，ChatGPT 还可以对每一个体验过程

进行指导、帮助，尤其在体验学习的认知环节具有

重要作用。 当然，ChatGPT 在与人交流中并没有长
时记忆功能，它只会根据上下文判断，所以长远来

看完全由 ChatGPT建设课程并不现实。 此外，目前

体验学习还有教师参与，那么教师的作用如何体现

呢？ 教师在课程建设中如何与 ChatGPT协同呢？

王竹立认为，智能时代课程这种形式仍然会存

在，但与传统课程将有较大改变[5]。 智能时代，各种

课程观交织将是一种新常态。 首先是传统的课程

观， 认为智能环境下课程依然需要符合课程规范，

人工智能在其中作为智能工具；其次是智能主导的

课程观，如 ChatGPT 是以问题为中心组织知识的，

可以帮助学习者定制以问题导向的学习课程，这对

于传统课程具有挑战性； 再次是基于实践的课程

观，认为社区体验学习是一种实践课，是一种社区

活动，不一定需要智能技术。其实，不同课程观都是

基于不同的视角和依据，所以智能时代社区体验学

习课程观应该是三者融合而不是相互否定，关键是

如何体现学习者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实践导向、人

机协同、智能生成的新课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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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AIGC

Song Yifang1,2, Lu Yang1,2

（1.School of Avi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air transport college,
Shanghai 200336, China; 2.Shanghai Changning Community College, Shanghai 20033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earning approach in community

education, receiving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a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meet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citizens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lack of teaching staff, resource scarcity, and limited approaches, which hinder further

enhancement of the learning effe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can not only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terative and upgrading of the learning ecosystem. In terms of support services, AIGC can provide interactive and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s, generate-oriented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IGC can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ms, modes, and strategies, expand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new application of AIGC in this field.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and upgrading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are

needed, including the perspectives of AIGC -based commun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mmunity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community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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