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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时代发展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与AI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中,转变传统的工作和学习

模式。大学计算机教学中也逐渐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向大数据技术以及AI技术模式进行转变,促进大学计

算机教学的改革。本文主要对大数据与AI技术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优势进行分析,并探究具体的应用

策略,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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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I technology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working and learning mode. The university 

computer teaching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o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I 

technology mode, which promotes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computer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big data and AI technology in computer teaching, and explores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of computer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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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计算机是当前高校教育中的重要科目,也是当前社会

发展中的热门专业,但是从当前高校的计算机教学开展情况来

看,其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和挑战。教学设置方式单一,教学

程序重复,难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

了加强对高校计算机教学的改革,解决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学

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以及AI技术手段对

高校计算机教学进行创新。 

1 大数据技术与AI技术的应用特点 

1.1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特点 

1.1.1海量性 

大数据技术能够将传统网络上无法获取、存储和分析的信

息进行收集和数据化处理,通过对网络上数据痕迹的获取和分

析,获得更丰富的数据内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及通信技术手

段,智能终端等实现对人们工作、生活中各种数据信息的追踪和

收集,通过分类处理后存储在数据库中,形成包含各个方面的海

量数据资源。 

1.1.2潜在性 

大数据技术中形成的数据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这些数据中

包含大量潜在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得大量的

隐含信息内容。比如,在教学中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大数据分析,

学生的分数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表现形式,从分数在班级中的排

名以及分数的高低和变化等能够分析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潜

力、学习发展规律以及智力水平等多方面的问题[1]。因此大数

据技术的研究中,数据的衡量和显示只是冰山一角,需要进一步

加强对大数据潜能的分析,通过数据不同方面的解读形成新的

价值。 

1.2 AI技术的应用特点 

1.2.1自适应性 

AI技术在学生教学和学习中的应用,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进行检测和分析,并以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基础推荐适合学生

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比如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难点问题,AI

技术可以根据问题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知识漏洞给予相应的帮助,

提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结合不同的学生实现因材

施教。 

1.2.2个性化 

当前教育开展中强调个性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要结合学

生的优势以及学生的能力等进行针对性教学。AI技术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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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测绘,结合学生的画像分析,

了解学生的特点和学生的表现,然后为教师提供学生学习的个

性化方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和理解,提升学生的学习技

能。同时这种教学方式还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

节奏,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1.2.3情景模拟性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很多知识内容难以理解,教师通过讲述

的方式难以将知识有效传达给学生。通过利用AI技术可以为学

生营造一个更真实的学习情景。比如,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企业

中真实的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能力从中选择一些简

单的,学生能够操作的小片段作为操作体验,提升学生的应用和

创新能力,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沉浸式体验教学。 

1.2.4共享性与智能性 

AI技术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形成资源共享的交互

式学习模式。通过线上平台以及网络等工具,分享学习经验、

学习资源等,有利于形成协作式学习,提升课堂交互效果。同

时AI技术还可以打造智慧课堂,在课堂上完成自动签到、点名

以及作业管理等工作,减轻教师繁琐的工作量,提升课堂教学

效率[2]。 

2 大数据技术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构建科学的网络学习平台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理念,对当前的

计算机教学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保证课程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

丰富性。教师在教学开始前要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和

探究,对高校计算机教学形成更深刻的认知,并以教材为基础利

用网络平台对教学的相关资源进行收集和延伸。将大数据理念

渗透到高校计算机教学中,转变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模式,构

建在线学习平台。在线学习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

的渠道,不受时间以及空间的制约,形成更好的学习途径[3]。平

台知识的构建中还可以结合高职院校的专业特点,进行教学课

件设计,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此外,通过课内外资源的整

合,更有利于对大数据技术软件的掌握,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2.2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计算机教学中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转变传统学习

管理方式。传统计算机教学管理中,教师需要兼顾学生的课堂纪

律管理、出勤管理、学习进度管理等多种管理内容,导致投入到

教学以及组织教学活动的时间减少,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减少教师繁琐的工作内容,同时为学

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比如,教师可以构建大数据学习平台,

学生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课程预习、复习,同时在数据平

台上设置预习和复习的练习题目。教师登录平台后,可以查看到

完成预习、复习学生所占的比例,以及哪些学生已经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的学生的完成情况。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的整

合和分析,有利于教师分析学生们对教学内容的了解情况以及

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能力,对教师课堂上的教学设计和

教学优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大数据技术还可以从学

生的角度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计划和方案指导。例如,在学

习“多媒体技术”的相关内容中,部分学生对多媒体技术工具

的应用掌握不熟练,大数据可以通过对学生的操作监控以及

成绩分析等,了解学生对多媒体技术的掌握情况以及工具使

用的短板。然后针对学生的学习短板形成学习方案,并针对这

些短板生成专项练习题,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并根据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动态调整方案和习题,促进学生对多媒体技

术操作的掌握。 

2.3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大数据技术在高校计算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转变传统讲授

与操作示范式的教学模式,形成更生动、具象化的教学情景和教

学环境。通过灵活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探索,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比如,在学习“计算机系统基础”的

相关内容中,教师可以将计算机系统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为学

生进行讲解,但是由于空间有限,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近距

离的观看。通过直观讲解的方式学生们难以在头脑中形成系统

结构模型,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通过

多媒体为学生们形成影像的显示方式。计算机的任何一个系统

结构,都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搜索功能查找到相关的图像、视频以

及讲解资源,相对于教师自行制作的资源来说更丰富多彩[4]。教

师一个人的思维有限,而且很多教师自身在视频设计以及拍摄

方面并不存在优势,利用大数据资源检索获得的教学信息更丰

富,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

水平。 

2.4加强大数据资源的质量控制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大部分教学内容都需要实际上机操作,

但是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师无法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操时

间,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进度,实操机会不足。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能够有效弥补这个缺陷,学生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平台,根

据自己需要操作的内容选择相应的学习方式和操作模式,提

升学习效率。但是大数据生成的网络课程中,大部分信息都无

法通过有效的筛选,导致大数据平台的学习信息混乱,部分不

良的信息容易进入到学生的视野中,对学生的技能和思想等

造成误导。因此教师要加强对大数据资源的筛选和优化,在鼓

励学生使用大数据平台的网络学习时,也要培养学生的信息

鉴别能力,能够自行识别网课以及网络信息的内容,提升整体

网课质量。此外,在网课的选择中要以创新类内容为主,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 

3 AI技术在大学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设计科学的教学问题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为了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教师在教学

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引导,问题设计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引导

方式。但是,从传统教学情况来看,教师设计的问题无法满足所

有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问题质量有待提升。AI技术的应用能够

有效解决课堂问题设计的困难,形成符合学生认知和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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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内容。AI可以通过对学生画像,对学生的学习规律、学习

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形成问题情景。

还可以利用故事情景、举例子等方式作为教学辅助,使问题的设

计更具有实用性。AI技术的应用能够服务于每个学生个体,而且

AI技术和系统的应用,可以形成大量优质问题,保证问题的趣味

性、新颖性,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到问题的思考中[5]。 

3.2模拟学习情境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AI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对教学进行情境

模拟,为学生形成更逼真的学习场景,构建体验式教学。比如,

计算机的编程教学课程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可以设置更

真实化的编程任务,以企业编程的标准为基础设置编程任务,促

进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学习。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实

际应用能力,保证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利用AI技术

对学习情境进行模拟,学生结合情境进行操作,始终保持沉浸的

学习状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更扎实。AI智能教学系统可以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形成智能化的教学体系,并结合学生的学

习意图提出相应的教学反馈,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还可以构

建线上问答机制,通过计算机学习算法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手段,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快速生成答案。相对于传统的问题搜

索模式来说,获得的答案更高效、直接。此外,还可以利用聊天

机器人帮助学生形成交互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 

3.3构建智能化教学体系 

AI技术在高校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构建虚拟实验室,

引导学生在虚拟实验室中进行模拟实验,锻炼学生的计算机

和软件的实操能力,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系统以及各种软件系

统的理解。还可以利用AI技术形成半自动化技术手段,针对计

算机知识内容形成知识图谱,促进学生对各种计算机知识点

的理解,对计算机知识关系有更清晰的认知,为学生的信息检

索形成帮助。AI技术还可以用于对学生的情感分析,了解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情感态度,能够及时查找学生的问题,促进教学

目标的落实。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当前已经获得全面的发

展,并在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高校计算机教学中通过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将传统的教学内容具象化、趣味

化、针对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规

律等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同时还可以优化教学管理,针对教

学中琐碎的问题进行自动化管理,缓解教师的课堂教学压力,形

成良好的教学环境。教师要提前做好对教学资源的把关工作,

加强教学的质量控制,保证计算机教学工作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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