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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将会显著提升教育生产力，让未来的教育真正拥有

“智慧”。经过近７０年的发展，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逐渐成熟，人工智能产品日益丰富。尤其是近

年来，教育人工智能研究和实践应用呈现井喷式发展，教育人工智能产品也发展迅速，涌现了诸多

典型应用案例。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推进教育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教育人工智能未来发展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标准规范，推进教

育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产生深度融合效应，做好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准备。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潜能；深度融合效益；智

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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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开启了人工智能走向主流的元年，２０１７
年被业界称为人工智能商业化、产品化应用元年。近

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越来越深

刻，逐渐在金融、个人助理、安防、电商零售、自动驾

驶、教育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应用。无人驾驶、无人超

市、百度大脑、机器人、ＡｌｐｈａＧｏ战胜人类、脸部识别、

智能音箱、人脸支付等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学习和

工作。未来４～５年，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教育领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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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将会与教育深入融合，引发

教育的深层次变革。

１　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１．１　人工智能的起源与发展

人工智能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０年，马文·

明斯基（人工智能之父）和邓恩·埃德蒙建造了世界上

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同年，阿兰·图灵（人工智能

之父）提出了“图灵测试”，即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与人

类开展对话而不能被辨别出机器身份，那么这台机器

就具有智能。１９５６年，约翰·麦卡锡提出了“人工智能”

一词，这被人们看做是人工智能正式诞生的标志。

１９５６年之后，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

峰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研究人员树立了机器向人工智

能发展的信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工智能进入第一

次低谷（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人 工 智 能 停 滞 不 前。１９８０
年，“知识库＋推理机”组合的专家系统使得人工智能

重新崛起（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人
工智能再次陷入低谷（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１９８６年，Ｒｕｍ－
ｅｌｈａｒｔ和Ｍｃ　Ｃｌｅｌｌａｎｄ提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ＢＰ（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神经网络。２００６年，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ｉｎｔｏｎ提出

了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打破了ＢＰ神经网络发展的

瓶颈。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

网、脑科学、学习科学、教育神经科学、仿生学等新理

论和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三次发展高峰

（２００６至今）。

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有三个学派［１］：符号主义（又
称逻辑主义、心理学派、计算机学派）、连接主义（又称

仿生学派、生理学派）、行为主义（又称为进化主义、控
制论学派）。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主要有四种分类：第
一种，按照人工智能的主流技术，分为推理时代（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年代）、知识工程时代（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 代）、数 据

挖掘时代（２０００年至今）三个阶段；第二种，按照人工

智能的驱动力分为人工智能１．０：技术驱动、智能２．０：

数据驱动、智能３．０：情景驱动三个阶段；第三种，按照

人工智能的实质，分为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

能三个阶段；第四种，按照是否有意识，分为弱人工智

能和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具有意识、自我和创新

思维等［２］。

１．２　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３年以 来，全 球 掀 起 人 工 智 能 研 发 高 潮，中

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纷

纷出台了相关战略、计划（如表１所示），将人工智能

上升为 国 家 战 略，力 争 抢 占 人 工 智 能 制 高 点。２０１５

年，杰瑞·卡普兰（Ｊｅｒｒｙ　Ｋａｐｌａｎ）出版《人工智能 时 代

（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３］，引发了

人机共生新生态。腾讯、英特尔、微软等企业也纷纷

启动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人类社会进入了人

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人工

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人工智能带来社会建设

的新机遇；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新挑战［４］。

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将会对教育、经济、文化和社

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２　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人工智能

２．１　人工智能与教育人工智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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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融合了计算机科学、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学习科学、教育神

经科学、仿生学、社会科学等前沿综合学科。人工智

能的目标是希望机器能够拥有类人的智力，可以实现

识别、认知、分析和决策等多种功能。人工智能的研

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

专家系统等。

教育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教育科学、教育技术

学、学习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等交叉而形成的研究领

域。教育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的

深度融合，促使学习、教学和管理更加智能化，让未来

的教育真正拥有“智慧”。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及其

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育

的智慧化水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计算机

将可能不被视为工具，而是作为大脑的第三个半球，

人与设备之间将会建立平等、共生的伙伴关系［５］。

２．２　国家大力推进教 育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应 用 和 全 民

智能教育项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战略，致力于打造世

界级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被纳入了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并两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链。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日，

中国发布了第一个人工智能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提出“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迫切民生需

求，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公众提供个性化、多元

化、高品质服务”“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

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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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推广”。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

告》［６］中提出“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

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 能 研 发 应 用，在 医 疗、养

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表１　世界各国人工智能战略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人工智能战略

中国

国务院 ２０１５年７月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１６年３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５月 “互联网＋ ”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国务院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０１７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 ２０１７年７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务院 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０１８政府工作报告

俄罗斯 联邦政府 ２０１７年７月 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

新加坡 国家研究基金会 ２０１７年５月 国家人工智能核心（ＡＩ．ＳＧ）计划

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 国家机器人计划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

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国家科学基金会 ２０１７年１月 国家机器人计划２．０

英国

技术战略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７月 ＲＡＳ２０２０年国家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９月 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

科学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

欧盟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人脑计划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 机器人研发计划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１月 机器人技术路线报告

法国 经济部与教研部 ２０１７年３月 人工智能战略

德国

联邦政府 ２０１１年 工业４．０战略

联邦政府 ２０１５年 升级版工业４．０

经济部 ２０１５年 智慧数据项目

日本

经济产业省 ２０１５年１月 机器人新战略

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６年１月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６年５月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综合项目

学术振兴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 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图

２．３　教育人工智能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２０１８年１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Ｆ信

息科学部”中增设“Ｆ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并

设立了１０个研究方向：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

法、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虚拟与增强现实

学习环境、教学知识可视化、教育认知工具、教育机器

人、教育智能体、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学习分析与

评测、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大力支持人工智能、
教育学、机器人学、学习科学与技术、教育神经科学、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创新的思

维和方法破解教育领域的科学问题。

３　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现状

３．１　国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现状

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统计（以“标题”为检索项搜索“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ｔ－
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显示发表教育人工智能的文献共

３３篇（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７年发表文献最多，达到１０
篇，２０１６年５篇，２０１２年３篇，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各２
篇。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各１篇。２０１６年之前发表的教育

人工智能论文很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教育人工智能论

文呈现井喷式发展。

　　２０１４年，Ｋｏｓｅ　Ｕ出版著作《人工智能在远程教育

中的应用》［７］，认为人工智能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旨

在研究利用计算机来弥补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

差距。在远程教育中，应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支持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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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４—２０１８年国外教育人工智能文献统计

远程教育，或者运用不同的智能系统改善远程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将会受到人工智

能、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等多方面的挑战［８］。未来，

众多的工作将会被机器人所取代，机器人和自动化正

在影响世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不仅要研究人工智

能、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还应该研究它们对社

会、商业、经济和人类的影响。未来将要出现的强人

工智能，会使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可能会发生改变，

高等教育下的教学和研究重点也将会改变。高等教

育的学生可能会追求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如艺术、历
史、音乐、哲学等），因为现在学生所训练的许多工作

将会由机器人完成。

在特殊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是最有价

值的技术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重要的研究正

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对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进

行教育。这些工具的目的是加强儿童与环境互动的

方式，以促进学习并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它们使用

人工智能方法进行准确诊断和迅速干预行动。人工

智能应用工具已经成功应用于解决特殊教育领域的

问题。但是，特殊教育所涉及的问题仍然很多，尽管

如此，人工智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特殊教育

辅助工具［９］。

自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哈萨克斯坦苏莱曼·德米雷尔

大学计算机工程系的计算机工程教育教学采用混合

学习方法［１０］。通过使用远程教育技术的学习管理系

统（ＬＭＳ）实现混合学习，以基于Ｃ语言教学的智能程

序支持相关教育过程，目的是改善相关课程的教育过

程和专业的教育方法。人工智能支持的混合式学习

教育计划使教师和学生都体验到更好的教育过程。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方

向。其中最典型的应用，如自然语言处理中使用人工

智能进行英文写作自动评分，完成学生作业评估等任

务［１１］；人工智能技术还被用于解决手写识别、内容表

达和话语结构分析等方面的问题［１２］；并应用于智能

信息检索［１３］、智能代理［１４］、更广泛的专家系统领域［１５］、

机器人技术［１６］、智能虚拟环境、语音和图像识别等新

兴领域。

３．２　国内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现状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技术等新兴科学

技术的日益成熟，在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道路

中，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得到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重视。人工智能已不

再只局限于计算机技术领域，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焦

点话题。人工智能在教育行业的应用正在不断深入，
“人工智能＋教育”逐渐受到关注。

目前，关于教育人工智能的著作很少，仅有２０１８
年，朱永新、袁振国、马国川出版的著作《人工智能与

未来教育》［１７］。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ＣＮＫＩ统计（按照

篇名“人工智能”＋“教育”检索）显示共发表教育人工

智能文献２８５篇（如图２所示）。其中，１２４篇期刊论

文、６２篇教育期刊论文、８６篇报纸文章、８篇国内会议

论文、２篇国际会议论文、３篇硕士论文。２００６年之

前，发表的教育人工智能论文很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教育人工智能论文呈现井喷式发展。这与国外教育

人工智能研究趋势呈现一致性。

图２　１９８４—２０１８年中国教育人工智能文献统计

　　早在１９８４年，王正旋首先在《计算机科学》发表论

文《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１８］，阐述了人工

智能可以应用于教学管理、成绩分析等方面，人工智

能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得到广泛

应用。１９９１年，金嘉康［１９］阐述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

统是美国教育技术未来发展趋势；１９９８年，金嘉康［２０］

探讨了人工智能被引进教育训练后对促成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产生的积极影响。目前，２００３年，张
剑平发表的论文《关于人工智能教育的思考》［２１］获得

最高引用频次（５４次）；闫志明、唐夏夏等发表的论文

《教育人工智能（ＥＡＩ）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

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

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２２］获得了最高的下

载频次（引用２５次，下载１３　６５８次）。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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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工智能１２４篇期刊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

如图３所示。目前，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已

经涉及学习过程、信息技术、智 能 教 育、智 能 教 学 系

统、远程教育、教育技术、人工智能教育、计算机辅助

教学、未来教育、在线教育、网络教育、教育模式、教学

效果、人才培养、个性化学习、思维能力等。

图３　教育人工智能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出现频次５）

　　目前，教育人工智能开始从关注技术本身发展逐

渐延伸到教育的各个领域。教育人工智能研究还亟

待深入，仍有一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解

决。例如：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受到道德与伦理的制

约，而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人工智能技术在

教育某些领域的应用是否恰当，研究者的认知思路需

要进一步深化和改进；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

经典教育理论相分离，缺乏联系与支撑，是否可以开拓

新领域的教育理论等。

４　教育人工智能典型应用

４．１　教育人工智能代表性产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领域对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教育的变革产生了强大的信心。

近年来不断涌现出通过高校自主研发、科技公司研

发、校企合作研发等多途径的教育人工智能产品，按

照功能和使用情景可以分为六大类，如表２所示。

４．１．１　智能教学平台（系统）　智能教学平台是基于

计算智能技术、学习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机

器学习等技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个性化教与学的教

学系统。其主要的特点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

分析学习者所学内容，构建学习者知识图谱，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方案；支持自适应

学习，实现学习内容的智能化推荐。

Ｎｅｗｓｅｌａ［２３］是美国一家教育科技创业 公 司 推 出

的一款将新闻与英语学习融为一体的智能教学平台。

其主要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取学习者的阅读内容，并
通过科学算法衡量学习者的阅读水平，抓取来自各大

主流新闻媒体的新闻内容，改写其词汇的难度后推送

给不同阅读水平的学习者。Ｋｎｅｗｔｏｎ［２４］是美国Ｋｎｅ－
ｗｔｏｎ公司开发的自适应教学平台，其包含了推荐课

程内容功能、预测性的学习数据分析、内容数据分析

等三大主要功能，以为全球学习者提供预测性分析及

个性化推荐。科大讯飞公司致力于用人工智能推动

教育变革，其推出的畅言智慧校园平台，主要依托人

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为师生提供一个全面的智能感

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其中，则包含了智慧课

堂、智能考试、智慧学习、智慧管理和智慧环境五大核

心业务。

４．１．２　全面智能测评　智能测评强调通过一种自动

化的方式来测量学生的发展。所谓自动化就是指由

机器担任一些人类负责的工作，包括体力劳动、脑力

劳动或者认知工作［２５］，注重实时跟踪与反馈，并且提

供可查看问题和量表级别的统计数据，依据学习者学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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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收集的各类数据，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实时 跟踪，以此对学习者学习表现及效果进行评价。

表２　教育人工智能代表性产品分析

教育人工智能

产品分类
特　　点 代表性产品 所属公司或机构 主要支撑技术

智能教学

平台

（系统）

辅助个性化教 与 学，因 材

施教

Ｎｅｗｓｅｌａ　 Ｎｅｗｓｅｌａ

Ｋｎｅｗｔｏｎ　 Ｋｎｅｗｔｏｎ

学教育 上海 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畅言智慧校园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智能技术、

学习分析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

全面智能测评

实时 跟 踪 与 反 馈，查 看

问题 和 量 表 级 别 的 统 计

数据

批改网 北京词网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ａｄｅｓｃｏｐｅ　 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ＭａｔｈｏｄｉＸ　 ＭａｔｈｏｄｉＸ

学习分析技术

拍照搜索

在线答疑

快速 识 别 图 像 并 分 析 检

索所需内容

Ｖｏｌｌｅｙ Ｖｏｌｌｅｙ

小猿搜题 北京贞观雨科技有限公司

学霸君 上海谦问万答吧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图像识别、机器

学习和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

智能语音

识别辅助

教学及测评

使用 自 然 语 言 来 回 答 问

题并 帮 助 用 户 完 成 搜 索

等任务来辅助 教 学，用 于

口语测评

畅言智能语音教具系统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ｔａｌｋ 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微软小冰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ａｔｓｏｎ　 ＩＢＭ

Ｓｉｒｉ　 Ａｐｐｌｅ

语音识 别、自 然

语 言 理 解 与 分

析技术

教育机器人

辅助教学，培养 创 新 思 维

和动手能力或 智 能 教 育，

成长陪伴，私人管家

阿尔法超能蛋机器人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ＥＶ３机器人套装、ＷｅＤｏ２．０ 乐高公司

小帅智能机器人５．０ 海尔集团、远威润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Ｄａｓｈ　＆Ｄｏｔ编程机器人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未来教师”机器人 网龙华渔教育

计算智 能、机 器

学习、自 然 语 言

理解技术

模拟和游戏化

教学平台

虚拟真实场景，智 能 化 追

踪行为，提供沉浸式学习

治趣临床—医学病例模拟诊疗平台 武汉泰乐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Ｒｅｖｅ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虚拟现 实、机 器

学习技术

　　２　０００万人在使用的批改网是一个用计算机自动

批改英语作文的在线系统，可以精准客观地判断和点

评语法、词汇以及文章结构等，并给出具体的反馈和

修改建议。Ｇｒａｄｅｓｃｏｐ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建

的用于大学教师对学生进行智能测评的软件，通过扫

描上传、网上评分、查看结果、返回分级四个阶段进行

快速评分，并附有详细的反馈信息。与其类似的还有

ＭａｔｈｏｄｉＸ，但它是美国一款专门针对数学进行实时学

习效果评测网站。

４．１．３　拍照搜索在线答疑　拍照搜索在线答疑是学

习者在学习中遇到疑惑时，可利用手机拍照功能拍下

题目或是教材内容上传搜索即可获取题目及教材中

包含的各类知识点。在此过程中，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软件可快速识别图片或文本信息，为学习者快速、

高效地提供最需要的学习资源。整个过程无需人工

参与，完全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机器学习技术和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自动地为学生提供搜索题目中所包含

的知识要点以及难点。

美国的Ｖｏｌｌｅｙ可以让学习者用手机摄像头拍摄

教材内容或作业题目，并立即显示要点、难点、先修知

识，除此之外还提供在线课堂或学习指南的链接等相

关的辅助学习资源。中国典型的产品则是小猿搜题

和学霸君，同样是拥有拍照搜索和在线答疑功能的在

线１对１辅导产品，不仅可快速提供搜索的要点信息

和推荐学习资源，还可以运用机器学习技术精准分析

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构建知识体系。

４．１．４　智能语音识别辅助教学及测评　智能语音识

别主要是运用基于语音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分析与

理解技术来智能化识别和理解人类语言，实现人机交

互。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作为语言类学习课程，智

能语音识别技术不仅可以辅助教师进行教学，还可作

为测评工具。比如支持学习内容标准带读，学习者可

针对中文或英文进行发音练习和评估。它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同时学习者也可及时获

得发音是否标准的反馈和修正建议，因此大大提高了

评估的科学性以及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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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小冰、ＩＢＭ的 Ｗａｔｓｏｎ、苹果的Ｓｉｒｉ都具备很

高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微软小冰可用于学习者的

口语练习。Ｗａｔｓｏｎ［２６］可通过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分

析所有类型的数据，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和图像等非

结构化数据。通过假设生成，透过数据揭示洞察、模
式和关系，将散落在各处的知识片段连接起来，进行

推理、分析、对比、归纳、总结和论证，获取深入的洞察

以及决策的证据。通过以证据为基础的学习能力，能
够从大数据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像人类一样进行学

习和认知，并可以通过专家训练，在交互中通过经验

学习来获取反馈、优化模型、不断进步。通过自然语

言理解技术，获得其中的语义、情绪等信息，以自然的

方式与人互动交流。科大讯飞推出的畅言智能语音

教具系统和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的５１ｔａｌｋ同

样具有辅助教学及测评的功能，在教学方面支持学习

者进行跟读、测评并获取修正建议。

４．１．５　教育机器人　教育机器人是为学习机器人相

关知识或为利用机器人开展教育教学，而专门设计的

一种服务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是强人工智能产品，具
有较强的互动和沟通能力，能够扮演教师、学习同伴、

助理或顾问等多重角色，并与使用者进行互动和提供

反馈。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创
造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阿尔法超能蛋机器人是一款早教机器人，能够通

过思考、眯眼笑、惊叹等不同的眼神变化，表达人所要

表达的情绪和状态，与孩子主动互动，内置儿童课程

资源以及国学教育内容、英语教育内容，既是陪伴宝

宝的玩具，也是开发智 力 和 帮 助 学 习 的 工 具。Ｄａｓｈ
＆Ｄｏｔ编程机器人和乐高公司的ＥＶ３机器人套装、

ＷｅＤｏ２．０作为学习工具，具有较强的编程功能，能够

培养孩子的编程思维。“未来教师”机器人则可以成

为教师助手，帮助教师完成课堂辅助性或重复性的工

作，如，朗读课文、点名、监考、收发试卷等［２７］。

４．１．６　模拟和游戏化教学平台　模拟和游戏化教学

平台运用虚拟现实、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为
学习者打造一个模拟仿真的学习环境，为操作性技能

的训练提供模拟化练习。

治趣临床医学病例模拟诊疗平台，是一个在线医

学虚拟教学与培训平台，通过虚拟人模拟医学诊疗过

程，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Ｒｅｖｅｌ是一款沉浸

式数字学习工具，即让学习者获得３Ｄ音频和沉浸式

视觉效果，更有利于对抽象、不易观察的学习内容进

行观察和学习。

４．２　教育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

４．２．１　人工智能支持精准化阅读　７５％以上美国Ｋ－
１２学校使用的阅读学习智能教学平台—Ｎｅｗｓｅｌａ，为
学者提供实时评估、同步词汇学习、融合学习者其他

途径和资源等功能。阅读内容分为 三 个 大 类：图 书

馆、新闻、文本集，如图４所示。每一大类有包含了大

量丰富的小主题。在图书馆分类中则包含了艺术与

文化、科学与数学、宗教与哲学、政府与经济等。而同

样的内容则会根据不同的阅读者以不同形式呈现，词
汇也将根据学习者的阅读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

功能都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

图４　Ｎｅｗｓｅｌａ阅读分类

　　Ｎｅｗｓｅｌａ为初等教育专门创建了一流的阅读材

料和学校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阅读内容，并提供５个阅

读级别，整个目录的内容区分为２～６年级。每篇文

章会有５个Ｐｏｗｅｒ　Ｗｏｒｄｓ，即 学 生 将 要 学 习 的 新 词

汇，完成阅读之后可测试练习增强学习效果。教师可

以通过实时的数据收集，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时

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方法、内容等。

４．２．２　教育机器人扮演教师和学伴角色　小帅智能

机器人５．０是一款针对儿童早教的智能机器人，主要

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智能教育功能。它与云端相连，

具有语文、数学、英语、儿歌、故事、百科知识等海量教

育资源。强大的云端后台服务功能每天都在不断学

习、进化、存储、自我更新。第二，成长陪伴功能。该

机器人用人工智能科技和语音交互功能相结合，可与

孩子进行对话，讲童话故事，寓言故事，背古诗等，在
陪伴孩子的同时全面开发智力，增强孩子的探索想象

能力。第三，私人管家功能。可以为孩子制定科学的

学习计划，依据孩子的自身需求，制定写作业、背课文

的时间安排。小帅智能机器人辅导家庭作业。

４．２．３　人工智能助力名医培养　治趣临床—医学病

例模拟 诊 疗 平 台，其 远 程 云 端 将 动 态 生 成“虚 拟 病

人”，用户通过手机终端接诊，并模拟临床问诊、体检、

辅检、诊断、治疗等，“虚拟病人”的“病情演变”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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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用户自行把控。之后，系统将智能 分 析 出 用 户 的

“临床思维”存在哪些问题，进入该系统可对虚拟病人

进行问诊、体检、辅检、诊断治疗等一系列操作。该平

台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目前大部分医学生通过纸质

答卷、病例讨论、文献阅读的形式学习临床知识的现

状，为传统理论学习和真实临床实践之间构建一座

“桥梁”。

与此类似的还有ＤｘＲ　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该软件采集了数

百个真实的患者资料，并由专家及人工智能编写为特

定病例。这些病例涵盖广泛的临床问题，软件可记录

假设和测试解释，最终做出诊断和计划治疗等行为数

据，在复杂的评分工具支持下，用于教育教学和医学

生临床思维的评估［２８］。

５　教育人工智能未来发展

５．１　教育人工智能的未来潜能

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体现在学校教育层面上，

将会表现为人工智能对课堂教学的深层次变革。智

能辅助系统和教育机器人将实现技术融合效应的潜

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效应值得期待。人工智能所具

有的灵活性、包容性、个性化和有效性等特征，将最大

限度地与教育教学有效结合，具体在以下领域中发挥

潜能［２９］：人工智能将释放教师生产力，成为教师角色

转变的催化剂；智能教学系统应用领域将从自然学科

拓展到社会科学、管理学等学科，更广泛地应用于教

育培训和职业教育；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教师角色转化

的催化剂，智能辅助系统和教育机器人将会承担教师

的课堂、课堂讲授、答疑辅导、作 业 批 改 等 重 复 性 任

务；人工智能将会促使教师的能力结构发生重构，激
发教师的研究和创造能力；人工智能将会促使建立

人—机协同管理的新机制；人工智能将会打破单一的

学习空间和场景，创新人—机协作学习、游戏化学习、

移动学习、虚拟学习、实景学习等学习方式，识别学习

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促进学习者从消极情绪向积极

情绪转化，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潜能。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会显著

提升教育生产力，促进教育发生结构性的变革，让未

来的教育真正拥有“智慧”。

５．２　对教育人工智能的未来建议

５．２．１　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的政策引导和标准制订　
目前，中国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

机器人安全要求（ＧＢ／Ｔ　３３２６５－２０１６）》，但是还缺乏教

育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和标准。教育人工智能未来

发展亟须政策引导和标准规范。此外，教育人工智能

还需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

究，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

德框架；教育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亟须营造良好的产业

环境，打造产业生态，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实施全

民智能教育项目，充分激发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潜

能；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方教育部门应该结合

当地教育情况出台相关的政策推动教育人工智能的

应用与推广，依托人工智能提升教育生产力。

５．２．２　推 进 教 育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创 新　从 技 术 层 面

看，人工智能技术从过去仅能实现计算智能，到当今

逐步实现感知智能，并不断向认知智能靠近。教育人

工智能产品也从过去的专家系统、智能代理等应用转

向智能自适应教学系统、虚拟和游戏化平台、智能测

评系统、智能机器人等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尽管目前

市场上所谓的教育人工智能产品层出不穷，但是大多

数产品仍然主要停留在计算智能阶段。即使部分产

品涉及到感知智能阶段，运用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

等技术，但仍然还不够成熟，尚有很大的发展和利用

空间。

因此，在教育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应该深入发展感

知智能阶段的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手势及表情识别

等核心技术，并且突破认知智能阶段的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技术。最为关键

的是要将最新人工智能技术迁移到教育领域，结合教

育的需求和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发展

教育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而不仅仅是针对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进行研究，这也就需要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专

家和教育领域的专家合力完成。

５．２．３　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产生深度融合效应　人

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主要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和社会教育的深度融合。只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

大规模、大范围地推动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促使未

来教育真正拥有“智慧”。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

合，需要从实际出发，将教育人工智能产品与学校学

习、家庭学习和社会学习真正融合，探索新型教学模

式、教学设计模式、学习模式、管理和评价模式等。人

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产生融合效应值得期待。

５．２．４　做好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准备　为了更好地

迎接人工智能时代，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产生深度融

合效应，学生、家长、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等必须做好

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准备。以教师和学生为例，作为

教师，首先应该积极地去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

的系统或工具来辅助教学，并且结合自己的课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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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点设计个性化的课程教学，力求创新；其次，要在

积极引导学生尝试新的事物，在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学习兴趣等方面做出努力；最后，作为教师要与时

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学习关于人工智能方面

的基础知识内容。作为学生，则应该积极跟随教师的

指引，使用各类智能化学习工具。除此之外，还应该

善于使用支持自学的各类智能化应用，以提高自身学

习效率，提升自我学习能力，比如英语单词、口语学习

等智能化Ａｐ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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