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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大模型、具身智能等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给经济社会

各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战

略性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教育是

人工智能赋能的重要基础领域，人工智能促进教学科研方式、教育管

理模式、教育评价形式等变革，塑造教育新范式和新形态，为教育数

字化提供发展新动力。人工智能+教育受到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高

度重视，技术、产品和应用加快创新。 

为研究最新发展情况，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智慧教育工作委员会组

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学研用产业链主要单位，编制《人工

智能赋能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发展

现状，研究最新技术进展，探讨人工智能在“教、学、评、管”等教育

关键环节的应用实践，总结当前面临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 

本次旨在为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引

导，共同促进相关技术和应用创新。由于人工智能+教育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应用探索涉及面广，报告内容难免

有所疏漏，烦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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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教育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1.1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加速演进，为

教学模式创新、学习方式变革、教育评价改革、教育生态构建等带来

了全新的机遇，教育加快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伴随大数据、云

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渗透到教育各个环节，

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教育数字化的迭

代、提速、升级和优化，也亟需人工智能的支持，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具有重大意义。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与创新。利用智能算法，通过对

学生学习数据深度挖掘和分析，可实现对学生学习需求的精准识别和

个性化教学资源的智能匹配，帮助教师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

兴趣爱好和潜在能力，从而为学生量身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教学

方案，促进个性化教学模式开展。借助智能平台，教师可以在线发布

教学资源、布置作业、组织讨论等，同时也可以结合线下课堂进行面

对面的辅导和互动，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

灵活、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以及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探索。应用智能教学平台提供的团队协作和在线讨论等功能，学

生可以组建学习团队，实时地沟通和协作，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开展

协作式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荐与学生兴趣和能力契合的项目主

题，开展项目式学习实践，智能调度相关学习资源并提供实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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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提升。通过智能算法和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能够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难点，为教师提供个性

化的教学建议，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也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通过智慧课堂管理系统，可进行课堂实时反馈和学情分析，教师可以

更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兼顾不同学生的需求，实时调整课堂

节奏和教学策略，确保教学效果最大化。通过引入智能算法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应用自动化作业批改系统不仅能够减轻教师批改作业的负

担，还能迅速准确地识别学生的作业错误并给出相应的反馈和建议，

学生获得反馈后可以及时地纠正错误，从而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管理和决策水平提升。通过智能化教务管理系

统，可以实现课程安排、学生选课、成绩管理等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不仅可以减少人为错误，还可以提高管理质量。通过智能视频监

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校园内的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

隐患。同时，结合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和数据处理技术，还可以对异

常事件进行预警和报警，为校园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通过智慧教室系

统，利用人工智能评课、实时学情反馈、课堂分析、学业预警等服务，

为学校教学监督、学生服务、教师培养等工作提供多模态的数据支撑，

可大幅提升学校管理决策的精准度和效能。例如，通过对学生的学习

成绩、出勤率、参与度等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习

趋势和潜在问题，为教育管理者提供预警和干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