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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跟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为更进一步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根据人工智能教育

体系的框架和实现路径，给学生创造个性化并高效学习的环境。方法：该文采用人工智能教育与大学生

创新项目相结合的方法，教师在线上线下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从而为自我发展计划的形成及成长提

供有利条件。结果：人工智能创造了全方位互动的学习环境，推动了教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结论：采

用线上线下混合式与教学相结合优选互补，强化师生互动共享资源，为培养顶尖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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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continuous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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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further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and im-
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system, create a personalized and effici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Method: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educ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projects, where teachers help student’s master pro-
fessional knowledg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hereby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for-
mation and growth of self-development plans. Resul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created a compre-
hensive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
tion industry. Conclusion: Adopting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to opti-
mize complementarily, strengthe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top talents. 

 
Keywords 
Blended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Projec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教学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的支撑，并通过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教案设计及文献回

顾，构建新理论模型来指导后续的实验设计提供有利条件。教师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教案设计方式可推动学

生认知水平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融合智能教学软件和传统的面授教学，创造全方位互动的学习环境[1]。 
当今各高职院校已进入人工智能的探索，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构建与高职院校特色相符

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2]。该文根据探索高职院校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的框架和实现路径，给学生创造个性

化并高效学习的环境。同时提出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学生创新项目相结合的建议，教师在线上线下帮助学

生针对性掌握专业知识，为创造自我发展计划的形成及成长提供便利。近几年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

断推进，我国高校大力推进教学信息化建设，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通过人工智能教学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1. 人工智能(AI)的概念及作用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缩写 AI，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旨在研究、开发用于

模拟、延伸和扩展人工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及应用系统。它的核心是在计算机系统中模拟和实现人

类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人学、专家

系统等[3]。 
1) 人工智能的研究内容。人工智能的研究内容更偏重于针对具体应用问题的解决方案。研究者探索

如何通过不同的算法和技术实现智能化的计算机系统，关注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

机视觉等方向的研究和应用。 
2)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智能客服等。此外，它还在医疗、金融、教育、安全、物联网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人工智能的功能。人工智能是指让机器像人类一样能够“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让机器能够

处理语言、音频、图像、视频等各种信息，并从中智能地学习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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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工智能教育的体系建设 

AI + 教育、AI + 医疗、AI + 农业……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产生活各领域。人工智能(AI+)根据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完善内容，不断更新技术。包含利用人工智能赋能的教育和人工智能学习内容教育等

两个方面内容的教育称之为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是指在高职院校内部，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实现教育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服务、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智能化，从而提高高职教育质量和效率的一种

教育新模式[3]。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的构建不仅是建设孤立的平台，而且需要统一的接口规范和数据规范，

整合已有软、硬件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4]。在此基础上，以构建高职院校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框架为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适合高职院校人工智能教育的完整体系。归纳如下：1) 在框架层

面进入→智慧教学→智慧考试→智慧管理→智慧共享→智慧督导→智慧培训→数据分析；2) 在运用层面

进入→学员技能分析→资源配置→课程安排→技能培训→评估→管理支持；3) 技术层面进入→AI 技术

→智能数字→识别(植物、图像及语音等)→视觉方案备选；4) 技能层面进入→个性化学校→智慧监测实

际效果→对比评估→反馈信息→完善短板→补充更新[4] [5]。 

2. 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创的衔接 

2.1. 人工智能与大创的互动思路 

1) 人工智能教学的优越性。通过人工智能在线上和线下学习方式称为混合式教学，混合式教学通过

结合线上和线下学习的课堂突破了时空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平台使学生

能够随时随地访问课程资料和教学资源，不再受限于教室的物理空间或特定的上课时间[6]。这种方式不

仅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还减少了时间、空间上的约束，使学生能够根据个人的时间安排进行学习。此

外，线上和线下教学通常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进行学习，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可以更好地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为帮助学生导学、督学、促学等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7]。 
2) 参与大创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据统计想参与大学生创新项目人数日益增多，部分学生有自己的想

法，但是不知道如何申请？有一部分学生有专业无关的想法，不知哪位老师能知道？另一部分学生不仅

不知道哪位老师有项目，更不知道哪位老师有指导大创的想法等等。为解决此问题，该文提出采用人工

智能教育与大学生创新项目衔接的方法，为培养部分顶尖人才的建议。 
3 )教师的科研项目类型。教师的科研项目类型的不同，教师主持的项目也很多，国家基金项目研究

期限为 3 年，重大项目研究期限为 3~4 年等。大学生的创新项目研究期限为 1 年，学生在 1 年内无法完

成大项目的试验，因此，大部分教师项目的小的一部分用大创的形式带动学生。教师会通过在线监控平

台，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完成情况，对学习进度慢或存在困难的学生给予针对性帮助。教师还设

置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包括在线测验、实践作业、研究报告等，全面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提升情

况。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通等移动应用，随时查看自己的学习数据和反馈，优化学习策略[8]。 
4) 构建按年更新的大创题库。需要通过持续评估把握教学进程，评价既包括学习效果，也要兼顾学

习过程，通过签到、讨论、作业等环节的过程性数据，多角度评估学生的参与度、互动表现等。针对评估

结果，教师应及时给出个性化反馈意见，引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同时，评价数据也是教学策略动态优

化的重要依据[9]。 
5) 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创的衔接。人工智能教育与大创衔接的意义如下：a) 构建在线学习互动平台。

给学生提供丰富的资源，通过讨论论坛方式，即时反馈系统以及学习材料和大创新闻，学生在任何时间

随时获得自己所需并爱好相符的信息；b) 以学员兴趣为导向。通过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不同层次

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实现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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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指导和帮助；c) 以共享与交互为导向。设计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优选互补，强化师生互动共享资源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创的衔接平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eractive idea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projects 
表 1. 大创的互动思路表 

信息栏目 选题栏目 内容及任务栏 

大创新闻及互动平台

(指导教师互动平台) 

学生获取项目题 查看大创信息、选指导老师、撰写材料，互动互交、确定目标。 

学生自想项目题 学生互交、选指导老师、撰写材料、制定目标、确定题目。 

在线上 互动与讨论 学生在线学习资源，明确目标、动画、视频、参考文献等。 

在线下 获取定向资源 指导老师引导学生、满足学生需求相关资料。 

交流论坛 评定互补 评价和补充、完善内容、达标。 

2.2. 各种互动平台与大创的衔接流程 

1) 指导教师互动平台是学生了解全校大学生创新项目信息的平台。互动平台由指导教师互动平台、

学院项目管理人员平台、学院项目管理人员与指导教师互动平台、专业专家互动平台和学校教务处大学

生创新项目管理人员平台等 5 个互动平台和填写相关信息后自动进入系统的 9 个模块组成(如图 1 所示)。
工作流程如下：指导教师互动平台：教师填写自己的信息，并确定目标(指导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然后通

过模块确定参与项目学生人数→主持项目的学生→教师指导学生撰写项目申请书→教师反复审查申请书

之后通过项目主持人提交后→项目申请书进入学院项目管理人员平台→学院项目管理人员许可后提交→

申请书进入专业专家互动平台→然后审阅专家的建议、意见通过学院项目管理人员模块→学院项目管理

人员平台把获得的信息返回→学院项目管理人员与指导教师的互动平台传达指导教师的互动平台[10]。
从而教师及时知道专家对学生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给项目主持人完善短板之后提交→最后专业专家

互动平台中该项目申请书评审合格后，通过学院项目管理人员模块中可行立项的信息传递给学校教务处

大学生创新项目管理人员平台，该平台公布并确定项目编号(或结题成果、项目延迟)等信息通过学院项目

管理人员模块进入→学院项目管理人员平台传递→学院项目管理人员与指导教师的互动平台→最终传递

指导教师互动平台，各种互动平台与大创的衔接流程如图 1 所示。 
2) 互动平台的效果分析。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人工智能模式之后，学生不仅了解每个指导教师的信

息，而且看到全校 18 个学院不同专业大学生创新项目的信息。学生通过指导教师平台及时掌握自己专业

适合的项目、其它跨专业的项目信息，部分学生通过互动指导教师，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大创项目。据统

计 2000 年学院参与创新项目人数 20 名学生，有 4 名指导教师。到 2023 年指导老师人数高达 46 名，参

与创新项目学生数 230 名，年增长率为 10.95%。2024 年学院 425 名学生参与大创项目，2025 年学生通

过指导老师平台，参与大创的学生数量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全校共 4600 名学生已经报名参与大学生创新

项目，该平台对学生的自我发展计划的实现提供有利条件。 
总之，混合式教学模式(策略)设计理念的核心是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综合发挥线上线下互动优势，

借助 AI 技术促进因材施教，并形成评价反馈闭环，以持续改进教学活动组织[11]。在此理念的指导下，

教学策略能够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学生可以利用在线协作平台，与教师和其

他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共同探讨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对于有潜力的学生作品和研究成果，我们会提供

发表和参展的机会，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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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nnection process between interactive platform and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project 
图 1. 各种互动平台与大创的衔接流程 

3. 结论 

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线上学习平台，教师及时跟踪学

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并根据反馈优化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项目任务，

增强团队协作意识。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学生创新项目相结合的方法，教师在线下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从而自我发展计划的形成及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强化师生互动共享资源，为培养顶尖人才做出应

有的贡献。 

基金项目 

地区基金项目“多环追压非等灌技术对盐碱地药用植物生理指标的影响机理及冲洗盐分定额研究”

(3246130193)；横向项目“于田县 3.6 万亩补充耕地入库”(6660939-2519HXKT1)；横向项目“农村土地

承包摸底调查(H)”(2524HXKT1)。 

参考文献 
[1] 梁泳梅. 人工智能发展前沿与就业[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1-6. 

[2] 沈丽燕, 李萌, 张紫徽, 等. 基于 AI 技术的高校智慧教学生态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浙江大学为例[J]. 现代

教育技术, 2022, 32(12): 85-92. 

[3] 庄群. 基于 AI 的高职院校智慧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探析[J]. 物联网技术, 2024, 14(12): 15-17+25. 

[4] 于浩, 张文兰, 杨雪琼.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问题与展望[J]. 中国成人教育, 2023(7): 30-36. 

[5] 李晓华. 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对就业的影响[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1-6.  

[6] 姚远.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计算机辅助设计(AI)”课程教学为例[J]. 无线互联科技, 
2022, 19(8): 164-165. 

[7] 冯满堂, 濮方文, 周昌明. 基于真实情境任务的计算机网络混合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4, 40(12): 208-210. 

[8] 高海涛, 郝飞, 韩亚丽, 等. 基于课程组件与混合教学的个性化教育模式探索[J]. 西部素质教育, 2024, 10(24): 
37-4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65


穆哈西，董文明 
 

 

DOI: 10.12677/ae.2025.153465 749 教育进展 
 

[9] 农旭安, 邱瑜玉. 线上线下混合式 AI 课程教学策略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36): 77-84. 

[10] 王艳玲. 计算机网络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23): 175-177. 

[11] 于迎霞. 浅谈混合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设计方法——以电子商务专业直播电商课程为例[J]. 辽宁高职学报, 2024, 
26(11): 79-82. 

[12] 乔亚鑫. 混合教学模式下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创新路径[J]. 上海包装, 2024(11): 213-21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65

	线上线下混合式AI教学的作用及大创的衔接
	摘  要
	关键词
	The Role of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and the Connection of Big Innov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1.1. 人工智能(AI)的概念及作用
	1.2. 人工智能教育的体系建设

	2. 人工智能教学与大创的衔接
	2.1. 人工智能与大创的互动思路
	2.2. 各种互动平台与大创的衔接流程

	3.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