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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及智能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已取得了一定发展和进

步。近来年，随着线上云课堂的普及和使用，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的当代新型教育模式将会在未来的教

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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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llege education has made certai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nline cloud classroom, the modern education mod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means will dominate the futur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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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及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

智能技术与现代高校教育的融合不断加

深。随着语音交互、计算机视觉和移动

视频技术的逐渐成熟，以人工智能为手

段的教学模式让人们的思维方法和学习

方式产生了重大的转变。当前，我国高

度重视高校人工智能教学手段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渐成为影响高校教育

模式、提升现代高校教育服务水平的重

要因素。 

1 人工智能发展基础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

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目

前，人工智能已成功应用于多种行业领

域，包括医疗行业、智慧农业、智能家

居、智慧校园等。其中，这两年人工智

能教育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逐渐提

高，线上云课堂、微课、语音共享等方

式已逐渐成为未来高校教育的主要手

段。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的教育模式主要

包括：人工智能设备的使用、翻转课堂、

多媒体课堂、线上云课堂、云端数据共

享、远程授课等。近年来，已有多种类

型的人工智能教育方式通过了国家及行

业的考核，在各大高校中运行使用。人

工智能对于高校教育的改变还涉及管

理、数据分析、在线课堂、班级管理等

各个方面。随着2006年深度学习的突破

和硬件设施的进步，计算机的算法和算

力已具备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人工

智能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涵盖学生、教

师和学校等方面，其中， 先涉足的领

域就是线上教学，如“大学幕课”、“超

星”等平台都是通过大数据算法和人工

智能实现智能查询、线上教学、线上作

业、线上考试、师生互动等服务。这种

互联网线上学习，虽然需要学生有很强

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但受到学生、家长

和高校的普遍欢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融合大数据分析，配合正确的教学方式，

实现简单的自学自查，从而帮助学生及

时了解学习情况。 

2 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行业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智慧校园，从技术

细分角度看主要包括：线上云课堂、线

上作业、线上考试、师生互动、语音课

堂等。线上云课堂的使用将使老师与学

生在时间与地域上不再受到限制。只要

人手一台智能移动设备，即可随时加入

课堂，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互动。目

前，大多数高校延时返校上课，线上云

课堂概念随即提出，非常及时的缓解了

高校的教学压力。学生在家使用手机与

平板即可按学校的教学安排加入课堂学

习，可以通过视频、语音、多媒体等方

式随时切换教学方式。线上考试可使用

不同的考试方式得到更加细致的学习反

馈。学期末，学生也能如期参加考试，

教学效果并未受到很大影响。线上作业

摆脱了传统的纸质作业形式，教师在网

上布置作业，学生通过网络完成作业、

提交作业，方便快捷，老师也可以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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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作业，并及时给予反馈。多媒体教

学。人工智能在多媒体教学中的应用尤

为突出，教师授课已不再拘泥于课堂书

本上的知识，而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在

网上查找相关的视频、课件等资料，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提升教师教学质量。 

3 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中的发

展障碍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机器深度学习，

对人工智能来说，算法、算力和数据三

者缺一不可。算力和算法经过多年的挖

掘，早就实现了技术的突破，完全可以

满足现阶段人工智能的运算，而大数据

共享是人工智能融入各行各业的唯一阻

碍。教育人工智能是依靠对比大量的经

验数据和教学数据来发现和分析问题，

因此高质量的数据至关重要。但是目前，

人工智能手段在高校中的应用地刚刚起

步，各个高校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

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再根据学生的期

末成绩来评价该教学手段的优劣。要有

相应的数据标准，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

目前高校的人工智能手段数据整体呈现

碎片化、孤岛化，大多数发达地区的人

工智能教学手段已基本满足了正常的教

学需求，但不发达地区的人工智能教学

设备还不齐全，学生的学习存在缺失。 

传统的教学理论是以人为主、以老

师为主、以课堂为主。作为学校的主体

之一，老师在课堂中的影响作用是极大

的，老师主导着课堂的进程，向学生展

示价值信念、道德品行、行为方式等，

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老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会实时注意每个学生的学习

进程，并及时调整授课内容，以 大程

度地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完成课堂学习。

人工智能手段的应用，虽然有海量的知

识储备与多种教学手段，但使得教师的

角色有一定程度的削弱，无法兼顾到每

个学生。人工智能教学可加速校企合作，

多种人工智能手段与设备的使用使学生

更重视动手能力，做到了在学中做，在

做中学。 

4 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中的应

用前景 

当前高校学生普遍居住地与学校相

隔甚远，无法及时返校学习，或返校后

隔离无法在教室面对面学习，人工智能

手段在高校教育中有很大的优势，催生

了对人工智能的巨大需求；同时，我国

人口基数大、市场应用规模广等特点，

又给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

础。首先是缓解人工智能教育资源紧张

状况。在当前我国优质的人工智能教育

资源欠缺及分布严重不均匀的背景下，

解决偏远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资源迫在

眉睫。其次是新型教育模型的转换需要

人们的大力支持，很多家长都不太认可

线上教学模式，认为电脑只是用来玩的。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设备不仅有娱

乐功能，也是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的设

备。再次是助力国家制定更加科学的人

工智能教学政策，并能够及时应对各种

突发事件。 

5 结语 

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尽管

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瑕不掩瑜。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才刚刚起

步，还会有更多新的可能。人工智能技

术对于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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