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2), 92-9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37     

文章引用: 龙梦影, 李酽. 材料化学专业课教学中 AI 技术的应用探索[J]. 教育进展, 2024, 14(12): 92-96. 
DOI: 10.12677/ae.2024.14122237 

 
 

材料化学专业课教学中AI技术的应用探索 
——以中国民航大学为例 

龙梦影，李  酽 

中国民航大学理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26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5日  

 
 

 
摘  要 

在人工智能(AI)浪潮来临的时代背景下，利用AI技术开展沉浸式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探索AI技术在高校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有利于贯彻执行“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这一重要指导方针。本论文针对材料化学专业应用性和交叉性强的特点，结合AI技术

深度学习、高效人机交互、多任务并行处理的优势，探索了AI技术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推动教学模式

改革、实施个性化教学，搭建安全高效的实验平台等方面的应用，旨在培养材料化学专业学生成为更加

适应未来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创新和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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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m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using AI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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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ersive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
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era.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courses will help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guidance of the “all-round education, full-
cycle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The materials chemistry course system has strong ap-
plicability and cross-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deep learning, efficient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multi-task parallel processing of the AI technology. Combining their 
advantages in exploring the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promoting teaching mode re-
form, and ass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afe and efficient experiment platform,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nd application abilities, who will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ociety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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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使用 AI 技术开展专业课教学的背景 

AI 是指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能和应用系统，涵盖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知识推理、智能决策等许多技术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布了《新一代 AI 发展规划》[1]，公布了 AI 的发展方向和战略；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一代 AI 研发应用[2]，在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推动 AI 技术在效能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应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发布《国家 AI 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制定了更加细化的

AI 发展规划[3]，在引领 AI 产业发展，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相应的

举措。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的相关文件表明发展 AI 技术符合国家重大需求。对于教育界而言，教育部长怀

进鹏提出，要把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全过程、全环节，培养一大批具备数字教养的教师。

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 AI 公司发布基于自然语言技术的 Chat 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小程序标志着 AI 热潮已经来临。当前，AI 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

未来趋势，是当前科技和工业领域最热门的发展方向之一。为了适应 AI 的发展趋势，高校作为未来人才

培养的主战场，应主动将该技术引入课程教育，帮助学生提前了解和熟知这一趋势，提高其对现代化信

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4]。 

2. AI 技术在材料化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潜在应用方向 

材料化学专业作为应用性和交叉性强的学科，其专业课程通常注重理论的基础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材料化学专业通常与工业、实验室、科研机构紧密相关，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际操

作能力。此外，材料化学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点，既包括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还包括了

化学、材料学、工程学、生物医学等不同交叉学科的知识，此外还涉及实验室中的实践操作、工艺流程

与设备等方面的内容。以中国民航大学材料化学的专业课程为例，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共有 29 门专业

课，根据理论性和实践性可分为以理论主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材料科学基础

等强理论课程；以实验为主的功能器件创新实验、材料表面技术实践毕业设计等强实践课程；既包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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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又包含实践的材料分析测试方法、飞机腐蚀与防护、实验室安全与规范等理论实践并重课程。基于材

料化学专业注重理论的基础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的特点，探索将当前科技和工业领域最热门发展方向的

AI 技术引入材料化学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将为材料化学专业课程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元素。 
先进技术的应用明显地促进了教学效果。例如，计算机技术让教师可通过网络搜索、在线数据库查

询等方式获取各种教学视频、电子籍、多媒体展示材料等各种的教学资源，从而让教师为学生提供海量、

翔实的信息。使用多媒体课件、在线练习、虚拟实验等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不仅丰富了教

学内容，更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先进技术在教学中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电化教学阶段：此阶段主要是以使用电子设备，如幻灯片、录音机、电视等为主要教学工具，帮助传递

教学内容。2) 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教学中开始使用计算机硬件、教育软件和多媒体资料进行教学，设

置电子白板进行互动和使用网络进行线上教学等来支持教学活动。3)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阶

段：教学使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学生提供更为沉浸式的学习体验。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和软件，

学生可模拟实际的场景进行实验操作和参与互动式学习等。4) AI 与个性化教育阶段：随着 AI 的发展，

教学开始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来个性化定制教学内容和进度，为每位学生提供更符合个体差异和

学习需求的教学方案。总的来说，先进技术在教学中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电化教学到计算机辅助教学，

再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最终将进入 AI 与个性化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新技术的应用将为教

学注入无限的新活力，教学技术的发展将提供更丰富、互动性更强、个性化程度更高的教学体验和教学

效果。在新时代 AI 背景下的材料化学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探索中，可尝试以下几个方向。 

2.1. AI 技术剖析知识难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首先，针对材料化学专业的强理论课程中难以直观感受和理解的陈述性概念，可采用虚拟实验室等

AI 技术生成相关的概念图谱[5]，展示材料化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思维模型，为抽象的陈述

性知识提供更为直观、精准的呈现方式，增强学生在材料化学专业课程上的实践性体验，营造富有科技

感的学习环境和体验，激发学生对晦涩难懂的陈述性概念的兴趣。其次，利用 AI 技术强大的深度学习、

自我进化算法的特点，适当引入生物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其他学科相关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让学生

从更深的维度综合了解和认识材料领域中的问题，激发其学习兴趣，启发其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其专业

技能水平。最后，利用 AI 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寻找知识点的规律，并将其融入学习–记忆–反馈

等机制，增强学生学习的互动性，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激发其学

习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2. AI 技术推动教学模式改革 

以材料化学专业课程中的金相显微实验课堂引入江南 NOW.Lab 1.0 软件为例[6]，教师使用该软件可

直观地通过界面系统的图标实时掌握学生的状态，为学生提供了更为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若在该课堂教

学中进一步引入 AI 技术将开发出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基于数据的自适应性学习模式、多媒体智慧教

学模式、在线课程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丰富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体验[7]。利用 AI 技术自动化、智能化

地辅助生成教学材料、设计教学方案、评估学生表现，全方位检测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使教学过

程更加高效和系统化，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通过在线平台自由地学习相关内容，加深对课

堂知识、专业知识的理解，借助线上丰富多彩的在线教学资源，实现随时随地学习，扩大学习范围及机

会，助力学生成为精通材料领域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利用 AI 技术的问答系统多样化的问答形式，以自动

提问–答题的形式来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让学生在熟悉基础知识，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帮助

他们更快地深入理解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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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I 技术建立反馈机制，实现个性化教学 

AI 技术可实时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状态、学习目标等信息，为学生个

性化定制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案[8]。例如，根据学生的学习轨迹、兴趣爱好及个人风格

等，结合 AI 推荐算法，教师可设计相应的智能教学系统，定制化的推送相关的教材资料，精准地解答学

生的疑惑，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实现更好的在线教育效果。开发自动生成试题的 AI 出题

系统，根据难度、知识点、学习进度等多方面内容对试题进行优化，更好地构建有针对性的练习题库，

同时，学生也能通过智能答题系统进行在线实时判分，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知识掌握情况。此外，借助

AI 聊天机器人，教师随时在团队内部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定位学习过程中的瓶颈，提升学生在探究型问

题中的参与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4. AI 技术助力安全高效的实验平台 

中国民航大学材料化学专业实验室承担专业实验课的教学、材料化学全体学生的毕业设计、研究生

培养、教师的科研项目、全校大学化学实验课等相关工作，是进行材料化学专业教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

缺的重要场所。提高实验室安全是保护实验相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不可或缺的途径，AI 技
术的使用将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实验平台。利用 AI 系统的智能监测设备对实验室的温度、压力、质量浓

度、水平等各项指标，并在系统发现异常值时自动报警，可帮助实验管理员及时处理问题[9]；通过机器

学习等算法对历史数据、文献、网络等多样复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出潜在的安全风险，防范实验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利用 AI 系统模拟实验场景，为学生提供虚拟化验室，降低实验事故的发生率；

面对紧急事件(例如泄漏或火灾)时，利用智能安全系统协助接管事故现场，同时报警救援，最大程度降低

安全事故影响。总之，AI 技术以其自动监测、预测、教育等功能，有助于提高实验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实

验安全性，将在高校材料化学、化学类实验室的安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关于在材料化学教学体系中引入 AI 技术的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材料化学专业学生对 AI 技术的了解及在专业课教学中引入 AI 技术的意义及学生的接受程

度，针对中国民航大学材料化学专业的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共收到 23 名同学的问卷回复。调查问卷以

问卷星在线调查的形式展开，主要内容包括学生是否使用过 AI 技术，AI 技术的优势和不足，AI 技术在

实际教学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专业课教学中引入 AI 技术的意愿等内容。由调查问卷的结果可知，有一半

以上的人(52.17%)在学习过程中使用过 AI 技术，这表明 AI 技术在材料化学教学中已经被部分学生使用

过，为引入 AI 技术提供了前期的使用基础；大多数学生(78.26%)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 AI 技术，

进一步反映了学生对引入 AI 技术的积极态度，为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合

理的依据；目前有大量学生期望 AI 技术在材料化学教学中发挥出更多的优势，大多数学生(78.26%)认为

AI 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和资源，说明他们对更加全面、多样、高效的学习资源有更高的需

求，进一步证明了学生们认为 AI 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将发挥的作用；大多数学生(78.26%)认为 AI 技术在

材料化学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总体而言，学生们对于在材料化学教学中引入

AI 技术持积极态度，并认为 AI 技术的应用能够为他们的学习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这为高校在教学

过程中引入 AI 技术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4. 结论 

当前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高校育人实践从一个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的时期步入了一个追求质量和创新、实践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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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尤其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高校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大变革，教师均可熟练地采用线上课程来完

成学生的教学工作。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 AI 技术的引入夯实了使用基础。不同于线上课程的教

学工作，AI 技术所具有的深度学习、高效人机交互、多任务并行处理优势使其在高校专业课程的使用更

具前瞻性、自主性和个性化。针对材料化学专业应用性和交叉性强的特点，AI 技术在材料化学专业的应

用探索包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课堂效率，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建立反

馈机制，实现个性化教学；并助力发展安全高效的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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