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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此外，在疫情时期，线上教育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等诸多问题。本文探究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线上教育，利用大

数据对学习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知识体系；通过对学习过程中的错误

进行智能分析，提高学习效率。因此人工智能与线上教育结合，能精准整合教学内容和资源，提供个性化、

高效率的教学方式，对培养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特长，进而提高教与学均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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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In addi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online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qua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to online education, and uses big data to predict and analyze learning behavior, 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knowledge systems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needs; Through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error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is improved.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nline education can accurately integrate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provide personalized and effici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learning interest, tap students' strengths, and then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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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

中国致富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建设教育放在优先位置，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育不断发展[1]。教

育技术变化跟随社会技术变革而变革，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教育开始逐步转向信息化教

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教育信息化的程度也

在逐步加深，其总体上发展进程分为 4 个阶段：多

媒体教育、数字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以及智慧教育
[2]。 

多媒体教育阶段，教育的信息化程度限于硬件

设施和网络的使用，比如电脑、投影仪等硬件设备，

软件技术层面尚未达到，仅处于简单的多媒体幻灯

片的使用，其信息化程度处于初级阶段。这个阶段

中，传统教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教育与信息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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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融合程度很低。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计算机技

术的逐步发展，教育进入到数字教育。数字教育在

非常规教育领域被广泛应用，比如校外教育、继续

教育等，起到了教学辅助作用，但是由于互联网技

术发展仍然不够，因此数字化教育教学效果不是特

别明显，使用范围也不够广泛；随着 2016 年，人工

智能[3]技术飞快发展，在很多应用领域都有交大突

破，国内教育开始由数字化教育逐步发展到智能教

育，即人工智能技术和教育进行融合[4]，比如出现

智能测评[5]、教育机器人[6]等，智能教育很大程度

提高教学效率与成果，尤其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线上

教学。但是对于传统的线下教育，不可否认的是，

智能教育所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由于着重技术且与

教育的融合还不够深入，导致线下智能教育的应用

并没实质性的变革[7]。近年，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

大数据时代来临、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

发展，智能教育更进一步变革和发展，出现了智慧

教育新生态[8]。智慧教育阶段是人工智能和教育的

深入融合，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逐步由感知层面，比

如音视频、图片以及文字等，转化成认知层面，比

如识别语音含义进行智能问答，识别视频背后的含

义等等。目前，智慧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在迅速发展，

推动教育的结构性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也实现技

术层面到教育层面的跨越，最终落实到教育，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为国家社会培养智慧人。相比智能

教育，智慧教育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术层面培

养，更注重的是精神和思想层面，即人的精神态度、

世界观、价值观等，因此兼具人性化和智慧化特征

的智慧教育 2.0 即为人工智能和教育融合的最理想

形态[9]。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教育结合，构建智能

教育教学生态系统，包括智能管理系统、智能评价

和服务系统、智能教学系统等，为不同类型的学生

实现精准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定制个性化的教学

方案以及个性化的管理服务界面等，最终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当前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或将成为主流。基于互联网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融合多种教育理念以及面向不同教学服

务对象的在线教学模式或平台逐步出现，比如面向

大众开放的在线教学平台慕课（MOOC）、超星学

习通等，比如哔哩哔哩等课程学习视频。这些平台

不仅融合国内外优秀大学的教学资源，还涵盖广泛

的学科知识[10]。但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在线教育平台

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普及型仍然不够、学生自主

学习意识不够强、学生软硬件设备不够（学生反映

没电脑或软件装不上或网络不好）、教学质量参差

不齐等问题，造成在线授课效率低下，完成度较低

以及教学资源的浪费[11]。因此本课题尝试基于线上

教学平台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大数据对学习行

为进行预测分析，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具针对

性的知识体系；通过对学习过程中的错误进行智能

分析，提高学习效率；精准整合教学内容和资源，

提供个性化、高效率的教学方式，对培养学习兴趣，

挖掘学生特长，进而提高教与学具重要意义。 
2 线上教育与人工智能 
2.1 线上教育特点与优劣势 
线上教学是相对传统的线下教学而言，是以网

络为介质，在终端设备完成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

在线上教学中，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没有时间、空

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比较方便自由。

线上教育由于需要网络介质，它的发展是伴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常常应用于非正规教育，

比如成人教育、跨地区培训等。从 2020 疫情爆发以

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始在国内被广泛

应用，线上教学也逐步成为传统教学模式的重要补

充方式，如下图 1 所示，即为计算机相关课程“理

实一体融通，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示例。 
线上教学使得学生学习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

制，且具有教学资源非常丰富、能够提供实施的数

据统计等优势，但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具有课堂

互动差、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结合实际的教

学情况，线上和线下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如表 1 所示。

为了更大程度上提高线上教学效率，获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相关技术，对线上教学情况实时掌握，针

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个性化设置和管理。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快速发展，在医疗

与交通领域应用较为广泛，同时也应用到教育领域，

即智能教育和智慧教育，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均为人

工智能技术和教育的融合。但是智能教育阶段二者

的融合不够深入，只集中在教学层面，而智慧教育

推动教育的结构性变革，它具有智能性、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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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一体化的特点，以培养知识素养、能力素

养、数字素养和思政素养的智慧型人才为目标。 

 

图 1 理实一体，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2.2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及其特点 
智慧教育的智能性即采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通过

智慧校园等企业微信公众号或者 APP 等软件，对学

生学习情况全程跟踪，从而采集这些数据并进行分

析，为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从而提供智能化的学习指导[12]。智慧教育的开放性

体现在促进实现教育公平。由于不同地区资源分配

不均以及资源流动性差等失衡问题，导致我国教育

公平仍面临挑战[13]。但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诞生，不仅整合教育资源，同时还可以共享资源，

能够较大的促进教育公平。智慧教育的多元化体现

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培养多种素养兼具的人才，

而一体化则体现在教师和机器一体开展教学工作，

复杂情感的教学任务由教师完成，而重复、枯燥和

简单的教学工作则由机器完成[2]。 
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14-15]： 
1、过于重视人工智能技术而忽略人的作用和教

学规律；2、人工智能教育阶段很多智能化功能可能

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做支撑，比如为学生制定个性

化学习计划，如果没有准确的历史数据，会导致个

性的学习计划不够可信；3、仅注重知识的传授，而

忽略学生思政素养的培养，智慧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无法达到。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和教

育的结合，制定人工智能教育像智慧教育的转化路

径，构建全新的教育新生态。 

表 1 实际教学中，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模式优缺点对比 

特点对比 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 

时间、空间 不受限制，随时随地 需要按时在教室上课 

授课资源 很丰富，支持视频回放 资源有限，不支持多次学习 

硬件设施 终端设备 无需设备 

网络资源 流畅的网络 不需要网络 

学生学习状态 注意力相对较分散 注意力集中，学习状态较好 

互动方式 形式多样，弹幕、答题、截屏、翻转课堂等 提问、翻转课堂等 

互动效果 效果不够显著 效果较为明显 

总体上课质量 参差不齐 较好 

教学数据统计 有课堂数据统计 缺少数据统计 

 
3 人工智能在线上教学改革过程与实践 
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应用逐步广泛，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线上教育也开始兴起。为了更大程度

上提高线上教学效率，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实

际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基于人工智能线上教学改革的

探索。 
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包

括整体教学设计（先进的教学理念、精准的学情分

析、分层的教学目标、重构的教学内容和理实一体、

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教学实施（教学安排、教

学实施过程、教学策略以及多元化的教学评价）、

教学效果和成效、教学特色与创新、教学反思与改

进等。 
在线上教学的实施过程中，融合人工智能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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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提高线上教学效果。在教学整体设计中，

融入思政元素，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进行多元

数据画像，并进行精准学情分析且必须落实到每一

位学生身上。从学生入校上第一课开始，团队的教

师就可以跟踪和搜集其学习行为、学习过程、学习

特点的数据，包括学生个人属性、学习过程、学习

状态和学习绩效，与考试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选

取相关性最高的变量将学生学习状态聚类为投入学

习型、努力学习型、被动学习型、充沛学习型：投

入学习型的学生学习认真投入，课堂表现好，自学

能力强；努力学习型则学习认真努力，但是对于挑

战性的问题容易放弃，自学能力相对弱；被动学习

型则必须在他人督促下才能学习，自学能力较差；

充沛学习型的学生精力旺盛好动，学习缺乏目的性，

学习不专心。 

 
图 2 不同类型学生的学情分析 

针对不同类别学生的知识图谱和问卷调查结果

来安排教学进度和侧重点；并建立成绩预测模型，

对不同类型学生进行判断识别；针对不同类型学生

采用不同策略进行干预，最终提高学业成绩的合格

率。这种画像不是简单对每个学生划分等级，学生

学习状态是动态变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利用

人工智能分析学生学习行为和心理，动态合理评价

每位学生的状态，以实现个性化学习为目标，优化

教学内容和知识构建。不同类型学生的学情分析如

图 2 所示。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贯彻“理实

一体融通，线上线下混合”理念，将传统的课程展

示方式从“听”转变为“视听动触”等多种方式结

合，即多模态教学模式。在混合式教学不断深化的

今天，双线混融共生的模式下，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团队教师努力构建四种教学空间：在传统的教学环

境中构建不同类型学生听讲和实践的空间，同时课

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的思政素

养；在网络平台构建师生对话和反思的空间，智能

分析学生当前状态并收集信息平台的数据帮助预测

评估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干预，并促使学生反思

改进，从而完成知识点掌握；面授课时有限，精讲

精练，而网络平台可以延伸课前课后的教学时间，

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分析学生课上课下作业出

错原因；传统教学环境和网络教学平台相辅相成，

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最后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化评价方式，

智能多元过程性混合式教学课程评价体系，实现对

学生多方位的全面动态评价，能够对学生状态进行

及时的干预和预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多元化评

价体系如下表 3 所示。 
表 2 智能多元过程性混合式教学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组成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和环节 

课堂表现，自动分析学生课堂学习状态 

活动参与，分析学生学习和性格特点 

沟通交流，分析学生学习和性格特点 

作业提交，智能分析试卷 

评价方式 智能化自动评价分组互评教师评价 

评价技术手段 
万维习题系统 

超星学习通 

4 人工智能在线上教学改革成效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价作用在于对学生及时

干预和预警，促进进一步深度学习的发生。比如对

学生每次作业的智能动态评价，允许有重交机会，

只记录最高成绩；结合整体课程教学时间安排，采

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历史数据对每一位学生学业情

况很好地了解，对学生学习状态及时掌握并干预，

效果明显；结合不同类型的学生学习状态，设置不

同的课后作业和互动方式等。表 3 即对不同类型学

生的智能干预及效果。 
5 小结 
技术一直是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随着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线上教学

或将成为重要的教学模式，即采用人工智能、数据

分析、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

通过智慧校园等企业微信公众号或者 APP 等软件，

对学生学习情况全程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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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不同类型学生的干预及效果 

学生类型 学生特点 干预措施 交互后学生反馈 预测期末通过率 期末实际通过率 

投入学习型 易骄傲，不深入探索 
增加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

的任务，提高班级曝光度 

学生能够结合各科知识点，

加深基础知识理解和掌握，

提高活跃性 

82% 95% 

努力学习型 眼高手低，易放弃 
设计较复杂，具有挑战和趣

味性任务 

自我效能感提高；加深对知

识点理解，加强探索欲望 
78% 89% 

被动学习型 必须有人监督 
询问进度，单独辅导、及时

鼓励 

提高学习自觉性，认真做好

老师安排的任务 
56% 68% 

充沛学习型 好动，效率低下 
设置有趣任务，有针对性提

供帮助 

学习自觉性和兴趣提高，任

务完成率提高 
46% 65% 

 
从而深入获得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基于这些

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对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为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个性化学

习方案，并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实现“隐性”育人；

通过学习与反馈实现“互动”，智能分析出错原因，

提高线上教学的学习效率。通过教学实践探究基于

人工智在线教学的高效性与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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