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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与传统教育的融合必然成为教育变革的一大趋势，在这样全新的背

景下，如何合理应用人工智能，加强师生互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更好地体现出教师的真正价值，是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对策研究的意义在于推动教育创新、优化

教学方法、促进教育公平等，研究价值包括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教育信息化等。本

文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例，提出了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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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is set to be-
come a major trend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is new context,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effec-
tively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hanc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mprove classroom teach-
ing quality, and better demonstrate the true value of teach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es in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methods, promoting educational fairness, 
etc. The research value includes improving teaching efficiency,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Using “Modern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thoughts on effectively enhancing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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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人工智能不断突

破人类智能的界限，教师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面临着显著的转变。如何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里，从

传统的“教书”模式转向更为注重“育人”的新型教学模式，成为高等教育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东风，高校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拥有了无限可能。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变革，本文在

《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多教育工作

者对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创新。 

2. 人工智能的内涵解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指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或者学习、推理、感知、理解、交

流等与智能相关的能力，以实现智能化决策和行动的技术[1]。它涵盖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

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多个领域，并在诸多行业和应用中展现出强大的潜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因其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尖端科技之一，

并延续到 21 世纪，依旧保持其领先的科技地位，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集成了

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其核心目标在于利用机器模拟、替代乃至超越人类的部

分智能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前沿

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逐步渗透到教育行业的各个层面，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乃至教育管理模式产

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进程。如谢经伟等[2]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多种

应用，如智能教学系统、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智能评估与反馈机制等。王仕艳等[3]聚焦于人工智能如

何支持个性化教学。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和行为模式，文献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

模型，从而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和策略。马秀文，刘文祎等[4]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了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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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模式的融合。文献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以及教育资源的变革，以适应未

来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同时，也关注了在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3. 新背景下高校课堂问题分析 

3.1. 课堂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 

自古以来教师的天职都是“教书”，但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教书的职责将很大程度上可以由

人工智能来替代完成。如今，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各类各具特色的教育平台、各类名师的教学视频唾

手可得，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尤其是外语、通识类课程等。在此背景下，课堂不再是学生

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学生可能掌握教师完全不懂的知识，教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2. 课堂吸引力缺乏 

课堂是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取决于教师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目前，很多高校教师不能潜心教

学，教学能力需要提升，授课内容不够开阔、没有与时俱进，授课方式较为单一，课堂情感投入不足，

这些因素都将导致课堂缺乏吸引力。 

3.3. 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从目前的普遍情况来看，学情不同，学生接受新知的程度自然不同，自主学习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

但是绝大部分教师精力有限，重视教学内容一致性的情况普遍存在，况且，即便有想法，要开展真正意

义上的因材施教还是有很大难度。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统一的授课内容、一样难度的作业，很

难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4. 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正在逐步改变传统课堂的形态，为智慧课堂的建设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在日常教学实践中，笔者积极探寻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学过程，以期提升教学质量并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4.1. 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 

为了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求，高校应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将现代科

技手段融入到传统教学之中，以此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鼓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例如采用智能教学助手进行个性化教学方案设计、利用智能推荐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和需

求推送定制化的学习资源等。 
在《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教师可以借助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学生

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建议。例如，通过系统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在某个知识点上的掌

握程度不足，从而调整教学策略，加强该知识点的讲解和练习。 

4.2. 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他们不仅要承担起传授知识、解答疑惑的基

本职责，更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情感交流、道德引导、审美教育、批判性思维培养以及创造性思维激发等

方面的独特作用[5]。这要求教师从传统的“教书匠”角色向新型的“育人导师”转变，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而非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单向灌输。 
为了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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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为教师提供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从而助力教师适应新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当善于巧妙地设计问题情境，对于学生的提问，不仅要提供精准的标准答案，更要引导他们深入

探究，学会发现问题、独立思考，形成师生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互动模式，从而实现教学相长，共同

进步。笔者所在的课程组在教学实践中尤为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力求成为激发学生情

感的主体，同时也是情感传递的有效载体。 

4.3. 丰富教学资源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教学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持。教师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授课方式，

而是可以将课程内容精心制作成短视频或微课程，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广泛传播，进而开展翻转课堂等

新型教学模式，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学生的学习个性化需求。 
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录制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微视频教学材料，针对课程知识点进行了系

统化设计，确保每个微视频都既具有实用性又保持系统完整性，视频时长控制在 10~15 分钟，内容涵盖

课程导入、核心知识讲解、案例分析、任务布置以及总结回顾等环节。此外，还构建了丰富多样的教学

单元模块，包括但不限于：(表 1) 
 
Table 1.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sign of knowledge points in course teaching module 
表 1.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模块知识点设计 

教学单元模块 内容 教学资源储备 

教育技术基础知识 现代教育技术、 
教学媒体与信息化教学环境 PPT 教学课件、微视频 

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教学系统设计方法过程 

PPT 教学课件、教学设计案例、 
技能大赛获奖教学视频、分组设计、展现等 

多媒体素材获取与处理 文本编辑、图形图像处理、 
音频录制剪辑、视频录制剪辑等 

PPT 教学课件、工具软件、 
范例、微视频等 

多媒体课件 课件脚本设计、课件界面设计 
PowerPoint 课件设计 PPT 教学课件、课件示例、微视频等 

教学课堂模拟 分组研讨、行动学习、成果展示 微课视频、技能大赛获奖教学视频 

 
不仅如此，《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涉及大量抽象概念和实验操作，通过引入虚拟实验与仿真教学技

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为学生创建实验环境，让学

生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实验操作，从而提高实践能力。 

4.4. 有效促进师生互动 

良好的师生互动是增强课堂活力、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教师

能够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从而改善课堂教学效果。例如，智能教学系统可通过实时

开启“弹幕式”讨论模式，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以更加主动的方式参与到教学内容的深化理解中来；这种

方式不仅能使教师即时获取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还能针对不同学生的认知差异做出即时的

教学策略调整。 
同时，通过融合线上与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教师能够巧妙地利用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

进入课堂，将原本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因素转化为促进学习的积极元素。例如，利用智能手机的拍照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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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即时反馈、利用内置应用程序进行小组竞赛或情境模拟等，这些做法不仅能够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和新鲜感，有效吸引并保持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够显著增强师生间以及生生间的互动交流。此外，智能

教学工具内置的讨论区模块促使学生掌握互动的主动权，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观点，

而教师则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及时回复解答，这种平等且高效的互动方式极大提升了教育体验。 
不仅如此，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教师还能够实现对每个学生作业的一对一反馈，这不仅增强了学生

的成就感与归属感，还让学生真切体验到面对面沟通的喜悦。利用现代教学工具进行的课余辅导更是覆

盖了学生个体的学习疑难和心理需求等多个层面。总之，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教师应致力于创造一堂

堂富有温度的课程体验，让知识的传授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知识的迁移过程，引导学生从习惯于回答问题

转向习惯于提出问题，从而真正体现教师作为教育者的核心价值所在。 

4.5. 个性化教学变得可行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学习特点，《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可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为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可以根据学

生的学习能力、兴趣等因素，为其推荐适合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路径。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习效果。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基于 AI 教学过程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可收集和利用的数据将变得越来越

多，学生与老师在教与学的状态也将越来越清晰，例如可以将相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归为一类，并判断该

类学生的认知水平、个性特征及学习方式，进而可以帮助教师为其制定相应的课程学习计划，开展相应

教学活动，使得个性化教学逐渐变得真实可行，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发展。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智能辅助教学系统、个性化

学习路径推荐、虚拟实验与仿真教学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因

此，高校应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教师角色地位必然面临着挑战。但人工智能是不可

能完全替代教师的，教师应正确地看待角色转变，充分发挥自身在师生互动中相对智能机器的优势，上

好一堂堂有温度的课，释放出教育的更大活力，用情感和意志力影响学生，体现出教师角色永远不变的

价值，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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