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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应用。通过分析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的

重要性、传统学情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前景,本文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

学情分析策略,包括学情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模型构建以及学情分析结果的应

用与反馈。通过具体案例研究,本文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并对应

用效果进行了评估与反思。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学情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为个性

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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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nalysis of mechanical design 

curriculum.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in mechanical design cour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ris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learning situation data,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feedback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rough a specific case study, this paper show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chanical design course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es and reflects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personaliz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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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学情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愈

发重要,尤其在机械设计这一工科核心课程中,学情分析对于提

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学

情分析方法受限于主观性强、效率低下等问题,已难以满足现代

教育对精准化、个性化教学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学情分析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实现对学情数据的自动化、高效化收集、处理与分析,极大提高

学情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为个性化教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引入背景 

1.1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的重要性 

机械设计课程作为工科教育中的基石,其教学质量对学生

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具有深远影响。学情分析作为教学过程

中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策略至关重要。通

过学情分析,教师能够全面洞察学生的学习状态,包括学习进

度、兴趣所在及面临的困难,从而量身定制教学计划,使之更加

贴近学生实际。同时,学情分析还能帮助教师及时发现教学中的

不足,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进而提升教学效果。因此,在机

械设计课程教学中,学情分析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 

1.2传统学情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传统学情分析方法受限于教师的经验和观察,存在显著的

主观性和效率低下问题。教师精力有限,难以全面深入了解每位

学生的学习状况,导致学情分析往往浮于表面,难以触及学生深

层次的学习需求和问题。同时,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难以形成全面、准确的学情分析报告,为教学改进提供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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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此,传统学情分析方法已难以满足现代机械设计课程教学

的精细化、个性化需求,亟需探索更为高效、科学的学情分析手

段[2]。 

1.3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前景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其自动化、智能化、高效

化的特点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

析中,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巨大潜力。它能够自动化收集、处理

和分析学情数据,显著提升学情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教师可以更全面地洞察学生学习状况,制定个性化教

学计划。同时,该技术还能提供科学、系统的学情分析报告,为

教学改进提供坚实依据。 

2 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应用策略 

2.1学情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2.1.1利用智能设备收集学习行为数据 

在机械设计课程教学中,利用智能设备收集学习行为数据

已成为提升学情分析效率与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安装学习管

理系统(LMS)或在线学习平台,教师可以便捷地记录学生的学习

进度、在线时长、作业提交情况等关键数据,这些数据直观反映

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努力程度。同时,借助可穿戴设备或智能手

机等移动设备,教师还能捕捉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注意力集中情

况等动态数据,进一步丰富学情分析的数据维度。这些多样化的

数据源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全面、深入的学生学习状况画像,还使

得学情分析更加精准、高效[3]。 

2.1.2数据清洗与预处理技术 

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数据清洗与预处理技术是确

保分析准确性和效率的关键环节。收集到的学习行为数据往往

包含重复、缺失或异常值,这些数据若未经处理,将直接影响分

析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数据清洗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涵盖了

去除重复数据、处理缺失值以及异常值检测等步骤,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随后,数据预处理阶段则通过数据归一化和特

征选择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提炼出对学情分析有价值的特征信

息。归一化处理有助于消除不同量纲数据间的影响,使数据更具

可比性；而特征选择则聚焦于关键信息的提取,减少冗余数据对

分析结果的干扰。 

2.2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模型构建 

2.2.1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 

在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模型时,选

择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机器学习算法的选

择需紧密贴合具体的学情分析任务和数据特点。对于分类任务,

如预测学生的学习成绩或学习状态,支持向量机(SVM)、决策树

等算法因其分类性能优越而备受青睐；而对于回归任务,如预测

学生的学习进步趋势,线性回归、随机森林等算法则更为适用。

此外,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和泛化能力也是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关

键因素。高效的算法能够缩短模型训练时间,提高分析效率；而

泛化能力强的算法则能在不同数据集中保持稳定的性能,确保

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2.2.2模型训练与优化过程 

在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模型时,模

型训练与优化是确保模型性能的关键步骤。选定机器学习算法

后,需利用历史数据对算法进行充分训练,使模型能够准确识别

学情特征并预测学习效果。训练过程中,需细致调整算法参数和

模型结构,以优化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泛化能力。参数调整涉及

学习率、正则化强度等关键指标,旨在平衡模型的过拟合与欠拟

合问题；模型结构调整则依据数据特点和分析需求,选择最优的

网络架构或决策树深度等。模型优化阶段,通过交叉验证、网格

搜索等策略,全面评估模型性能,寻找最佳参数组合,进一步提

升模型预测精度和稳定性。 

2.3学情分析结果的应用与反馈 

2.3.1学情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学情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示,是教师在机械设计课程教学

中理解学生学习状况、优化教学策略的重要手段。通过运用先

进的可视化展示技术,将学情分析结果以图表、图形等形式直观

呈现,教师可以迅速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分布及面临的困

难。柱状图的应用,使得学习进度的分布情况一目了然,便于教

师识别学习滞后的学生群体；饼图则清晰展示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分布,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兴趣点所在；而热力图的引入,更

是直观呈现了学生的学习困难分布,为教师提供了精准的教学

干预依据。 

2.3.2基于分析结果的个性化教学策略调整 

基于学情分析结果,教师在机械设计课程教学中可以实施

个性化的教学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教学效

果。对于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教师可根据分析结果,采取针对

性辅导措施,如提供额外的学习资源、安排个别辅导时间等,帮

助学生追赶学习进度。针对学习兴趣不高的学生,教师可尝试采

用更加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如结合实例讲解、引入互动环节等,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对于存在学习困难的学生,

教师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如详细解析

难点、提供解题思路等,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 

3 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具体应用

案例——以“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教学为例 

3.1案例背景介绍 

本文以“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为具体案例,深入探讨

了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应用。滑动轴承作为

机械设计中的核心部件,其结构形式的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专

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实验选取某高校机械设

计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已具备一定的

机械设计基础,但对滑动轴承结构形式的理解尚显不足。此外,

学生间的学习风格、习惯等存在差异,这为学情分析带来了挑

战。通过学情分析,教师可以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制定符

合学生实际的教学计划,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

效果[4]。 

3.2人工智能学情分析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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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数据收集阶段的具体操作 

在数据收集阶段,我们充分利用学习管理系统(LMS)等智能

工具,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通过LMS,我们精确统计了

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长、作业提交情况、课堂参与度等关键指标,

这些数据直接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同时,我们还

设计了在线测试,专门评估学生对滑动轴承结构形式的理解程

度和学习情况,为学情分析提供了直接依据。此外,借助可穿戴

设备,我们进一步捕捉了学生的课堂注意力集中情况,这一数据

对于理解学生的学习专注度和参与状态至关重要。这些多维度

数据的收集,为我们后续进行学情分析提供了丰富且全面的数

据源,为制定精准的教学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3.2.2模型构建与训练步骤 

在模型构建与训练阶段,我们针对“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

式”教学,选择了支持向量机(SVM)算法作为核心机器学习算法。

通过对收集到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预处理和特征提取,我们有

效提取了与学情分析紧密相关的特征信息。随后,将数据集划分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利用训练集对SVM算法进行充分训练,初步

构建了学情分析模型。为进一步验证模型性能,我们利用测试集

对模型进行了全面测试与调整,通过精细调整算法参数和模型

结构,显著提升了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泛化能力。最终,我们成

功构建了一个高效、准确的学情分析模型,为后续的教学改进和

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3.2.3学情分析结果的获取与应用 

在获取学情分析模型后,我们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输入

其中,得到了详尽的学情分析结果。通过可视化展示技术,这些

结果以直观的图表形式呈现,为教师提供了清晰的学生学习状

况概览。基于这些分析结果,我们针对性地制定了个性化教学策

略。针对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我们增设了辅导课程,并提供了

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助其追赶进度；对于学习兴趣不足的学生,

我们采用了更加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其学习动力；对

于面临学习困难的学生,我们则提供了精准的指导与帮助,助其

克服障碍。 

3.3应用效果评估与反思 

3.3.1学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验证 

为了验证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精

心设计并实施了对比实验。在实验中,我们选取了另一组未参与

人工智能学情分析实验的学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学情分析

方法进行学情评估。随后,我们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学情分析结

果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通过人工智能

学情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更为准确、可靠,能够更为精准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状况。这一对比实验有力验证了人工智能学情分析

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证明了其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

的独特优势。 

3.3.2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效果评估 

为了全面评估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方法对机械设计课

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效果,我们实施了教学效果评估。通过对比实

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在期末考试和课程项目考核中的表现,我们

发现实验组学生的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有力证明了

人工智能学情分析方法在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绩方面

的显著作用。这一评估结果不仅验证了人工智能学情分析方

法的实效性,也为后续在机械设计课程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

力支持。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在机械设计课程学情分析中的应用进

行探讨,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策略,并通过具体案例

展示了其实际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

提高学情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持。然

而,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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