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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教育教学模式的不断演进,反观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训课堂传统的围观式、集体式教

学显现出其课堂教学的短板,主要表现在课堂效率较低和无法在课堂教授环节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

些问题说明教学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混合式教学。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智能教学空间支

持混合式教学的时代背景。其次,针对混合教学发展的新特点,设计了智能教学空间的基本架构,提出了

课堂教学中对于学习空间与智能化教学改革结合的设计理念,为学生设计一个可以真正联动教学课堂

和线上学习的沉浸式智能学习空间,为学生在茶文化学习、茶艺技能学习以及茶美学之间打造一个氛围

式智能化的茶空间。实现实验实训教学的教→学→练→评的全域智能化。从而实现更深度的师生互动,

促进实践教学的智能化转型,重塑革新实验实训教学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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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the traditional spectator and group 

teaching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classroom of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s shows its shortcomings, mainly 

manifested in low classroom efficiency and unable to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hese problems show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can not only stay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mixed teaching,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ra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space to support mixed teaching. Secondly, in 

view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xed teach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space is designed, and the design concept of combining learning space and intelligent teaching reform 

in classroom teaching is proposed, so as to design an immersive 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 for students that can 

truly link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learning. Create an atmosphere intelligent tea spa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ea culture, tea art skills and tea aesthetics.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 learning → practice → evaluation in 

experimental training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deeper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hape and innovate the new form of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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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智能化的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教育形式的转变,线上线下结合教学已成

为当前和未来高校教学的核心发展方向。因此,迫切需要合适的

教学空间来支持混合式教学的实践。 

1 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 

1.1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这个词并不新鲜。它是1956年由麦卡锡(Cristianini, 

2016)创造的,他跟进了图灵的工作[1]。图灵描述了智能机器中

智能推理和思考的存在。自1956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显

著进步,人工智能的定义不断发展和变化。目前对人工智能的定

义是“能够参与类似人类过程的计算系统,如学习、适应、综合、

自我纠正和使用数据进行复杂的处理任务”[2]。语言学、心理

学、教育和神经科学学者的跨学科兴趣将人工智能与各自学科

的命名法、感知和知识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在定义人工智能时带

来挑战。这就产生了在特定学科领域内创建人工智能类别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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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文重点讨论了教育中的人工智能(AIEd)的类别以及人工

智能如何在高等教育环境中具体使用。 

人工智能使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类在某一领域的思维过程和

行为习惯(如思考、规划等)。从微观上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包括

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等。2016年,在

AlphaGo以高分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之后在围棋4:1的情况

下,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3]越来越多关于人

工智能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

建立一个智慧校园,实现智能化学习、智能化教学、智能化管理。

在教育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变革,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水平效率

和学生的学习体验。此外,人工智能科技与大数据相结合,对教

学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也能促进教学数据的发展教学改

革,提高教学质量。 

1.2中国数字教育发展现状 

“通过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数字资源建设应

用、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教育体系构建3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指数排名从24位跃升到第9位,前进15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中国教育的数字化指数不断攀升,其中数字资源建设应用指数

上升70%,数字素养培养的指数上升46%,数字教育体系构建的指

数上升24%。”[4] 

图像识别、预测系统和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

评估提供了便利。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估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考题等

考核任务。人工智能进行教学评估的方法更加多样化,评估过程

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准确。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生成试题,

而且还可以自动修改作业和试卷。[5]而传统的教学评估批改时

间长,当长时间批改作业和试卷时教师容易疲劳。因此,难免出

现一些误差,效率也会较低。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教师从繁重的批

改作业和评分工作中解脱出来,错误率很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考卷批改,还可以检测空白卷和疑似一模一样的卷子,节省

教师的工作时间。 

1.3中国高校智能化实验实训室的发展现状 

“为推进数字技术与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

虚拟仿真教学环境建设和创新应用水平,我中心(馆)于去年11

月印发了《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

关于 展“高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项目”的通知》(教

技资[2023]81号)。经高等学校自愿申报、我中心(馆)汇总审核,

终确定北京警察学院等173所高等学校的325个教学团队为高

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项目学校及案例团队(名单见

附件)。”(教技资[2024]24号)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大力发展高

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决心,仿真教学环境建设是智能化道

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步,也是与市场人才需求接轨的重要途径,社

会的发展要求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要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

而不是“纸上谈兵”,这就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 展“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

部署,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利用智能

技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治理能

力的提升,我司组织了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典型应用场

景案例的征集和论证工作,寻找、发掘和推广在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上具有代表性、前瞻性且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高等教育

实践案例。经高校申报、专家论证等环节,确定首批18个“人

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现予以公布(案例展示

视频网址：https://vtrs.hep.com.cn/)。”[6]18个人工智能+

高等教育应用场景的获批,也再一次验证了高等教育智能化场

景在教学中的应用趋势。例如北京大学口腔虚拟仿真智慧实验

室充分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口腔虚拟仿真教学领域中的应用

潜力和创新价值,结合人体口腔特点,进行特定场景的学习和操

作,智能化和大数据的支持又可以使得学生得到多类型的训练

和及时的反馈。而华中农业大学的“有教灵境”智慧实验室实

验教学管理系统,以学生为教学中心的理念,通过智能实验教学

场景的搭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将实验室内的实验台、电子班

牌、讲台等设备进行改造,实现基本教学设备的数字化,以强化

教学数据采集,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实践操作、“教师精细

指导”“师生深入互动”等。这些例子从侧面反映了时代对于高

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而数字化转型应该从 具体的课堂

教学的场景及教学模式 始。 

目前很多高校都有比较健全的线上学习平台,依托互联网

技术发展迅速,但是实际的教学场景建设却才刚刚 始,高校教

师都致力于教学改革,线上线下结合混合式教学,但是这种改革

很容易就进入一个怪圈,线上和线下无法很好的融合,线下的课

程教师需要继续教授,线上布置作业,上传资料可见供学生学习,

但是学生很难主动的去线上进行自主学习,没有调动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而只停留于表面的教学改革,而《中外茶艺》作为一

门实操性很强的课程,需要大量的现场操作,每一个步骤都需要

老师示范,学生数量增多后无法让每一个同学全方位无死角观

看教师的示范过程,其次课程涉及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地理

及历史知识,每一个学生的知识储备不一样教学时无法做到满

足个性化的需求。而学生因为枯燥的理论知识的讲授出现课堂

倦怠从而失去对这门课的兴趣,所以改变课程的理论讲授方式

用模拟不同情境下的茶空间,来带领学生进入情景式学习,学生

在环境中激发其内驱力,从而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做

这个智能化茶空间的意义所在。 

2 智能茶空间设计 

2.1智慧茶空间的功能设置与教学 

智慧茶空间的设计是基于茶室的设计,在这里可以品评茶

叶,也可以练习茶艺。但除了传统的茶艺表演和品茶之外,还有

三个视频展示模块,从茶叶的原始阶段发展到现代茶艺的形成。

在智能茶空间里有一个嗅觉体验区,它收集了茶的可能味道,学

生可以在实训之前闻到它。在理论学习区域,学生可以通过动态

触摸屏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深入了解。当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部分观看时,后台系统会记录每位学生的点击频率,分析学生

的学习动态及知识储备量,然后将分析后的信息发送给教师。教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师会为学生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真正的做到个性化学习。整个

智能茶空间被划分为四个区域,知识区域、探索区域、练习区域、

信息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感应系统,可以检测区域内学生的数

量,以及在此区域的学习情况,从而获得学生兴趣增长点的数

据分析。 

2.2空间结构设计 

进入Tea Space(图1),首先在U走廊的显示屏上看到茶的发

展阶段。在显示过程中,学生可以触摸屏幕选择感兴趣的内容。

同时,对学生感兴趣的信息在后台第一时间进行分析传递给练

习区的教师,让教师在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学生的

兴趣点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经过一整条走廊,进入主厅设置

VR+嗅觉体验区,让学生穿越回各个时代,体验古茶的意境。整个

空间 大限度利用自然光线确保在课堂时间有自然光线营造茶

艺美学中的自然、宁静之感。学生越深入,离茶文化的距离就越

短, 终获得在茶中体验文化的精神之旅。依托大数据的信息力

量,为学生提供更高效精准的教学,提升课堂教学品质,打造基

于大数据的旅游智能茶空间,充分利用科技挖掘旅游专业的智

慧感、创新感,带来全新的课堂体验。 

 

图1 智能茶空间结构图 

2.3校园智慧茶空间的偏好计算公式 

在交付过程中,以校园为交付单位,以茶文化为背景。以茶

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智慧茶空间建设,使学校教学更具特色,旅游

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体验也有所创新。还应考虑目前大学生的

喜好。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密度被定义为单位土地上活

动的强度。密度越高,越能更好地利用总量效应,提高生产优

势。本文以校园智慧茶空间的偏好对为密度,以智能茶空间的

地理集中度为指数(RI)来衡量学生对智慧茶空间的偏好。计算

公式如下： 

= =1∑
=1∑                               (1) 

式中Ri为该学校对智能茶空间的偏好,Ai为该校园智能茶

空间的教学人数,Ti为该校园智能茶空间的活动人数,n为一个

地区学校设置智能茶空间的数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验证这样一个智能的教学空间对

现在的大学课堂教学所带来的效应。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数据

收集站,来研究学生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接受度,从而在其他专

业和课程中进行改革。 

3 结语 

终智能化空间的设计理念在于通过智能化的手段 大化

学习氛围,塑造学习行为。利用计算机系统采集师生实验课堂教

学活动行为,通过AI智能统计分析,自动生成教学数据进行实时

反馈从而制定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实现高清示教,教师示范教学

动作视频及课件资料推送至智慧大屏,学生无需围观即可清晰

看到教师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可以在茶空间选择任何一个区

域进行观看。课堂实录教师教学全过程实录,可以实现实训教

学的过程回溯,并且可以促进专业课程资源沉淀,为后续申报

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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