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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中依据现有的研究结论，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结合现有的硬件设施，探索人工智能系统对于初中

数学教师备课、课堂教学、作业设计与布置、错题与提升、评价方面的应用。用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整

合、分析、计算能力服务于现代教育系统，形成智慧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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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in the prepa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homework design and assignment, error and im-
prov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by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bining existing hardware facilities. Utilize the powerfu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computing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erv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s and form a smart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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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已实施多年，自实施以来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公立学校严格按

照要求布置课堂及课后作业，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然而，由于学生人数骤增，学生在学习上仍然存在

很大负担，“卷”仍然是初中教学的常态。很大一部分学生还有课外辅导班的作业、自己额外买的练习

册要完成，学生的作业负担仍然很重。 

1.2. 人工智能软件 

2022 年 11 月 30 日 ChatGPT 发布，因其人机对话的交互功能迅速走红网络，5 天时间注册用户已达

100 万。之后，国内陆陆续续出现了文心一言、通义千问、豆包等人工智能软件。2025 年 1 月 27 日，

DeepSeek 在美区下载榜上超越了 ChatGPT。之后，华为小艺等国内企业接入 DeepSeek。DeepSeek 的爆

火，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现象让人产生思考：教育系统是否能接入 DeepSeek，形成一个智慧教

育体系，帮助教师在课堂中实现精准、高效的教学，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实现现代化教育教学。 

2. 人工智能系统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昆山地区，已然实现教学一体机的全覆盖配置，标准化教室的部分配置。将这些现代化配置作为

硬件设施接入人工智能系统之中，借助人工智能系统的分析、整合，实现教师备课的智慧化，课堂教学、

作业设计与布置、错题与提升、评价的智能化，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要求。 

2.1. 教师备课 

个人备课受制于时间、空间、创意等因素，教学设计方面存在疏漏。目前教育系统主要以集体备课

为主，集体备课相较于个人备课实现了集思广益，显著弥补个人在教学设计上的疏漏，与之相反的是，

集体备课需要在教研活动等集体活动中进行讨论，对教师的时间与精力要求较高。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备

课，以庞大的数据量为支撑，显著提升备课效率，避免个人备课产生的疏漏，同时避免集体备课产生时

间和精力上的大量消耗。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且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提升工作效率是未来趋势之一。

现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系统在生成教学设计时表现出良好的完成率。以 ChatGPT 举例，ChatGPT 写出了

教案标题、教学重难点、教学准备与教学资源的应用、教学过程、教学反思、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等一

系列内容，具有教案应有的基本内容。在各项基本内容中，ChatGPT 也能做到分点阐述，其在教案中对

教学标题的概括符合实际，对教学重难点的分析恰当，同时它还为课堂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划了实施时间，

并可以模仿人类教师讲话模拟师生互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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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堂教学 

2.2.1. 监测 
学生的表情、动作在反映课堂听课状态上有着重要的意义。Nestor 软件通过摄像头捕捉学生的眼部

运动和脸部表情，来分析确定学生在看视频课程时是否全神贯注[2]。智慧教育系统中，高清摄像头捕捉

每位学生的表情、动作[3]进行实时的跟踪监测、智能分析。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存在行为联系，如教师在进行课堂讲授时，学生抬头关注黑板及

屏幕上的内容；教师在开展课堂练习时，学生低头读题、思考、动笔书写。因此，针对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可以通过监测学生在有教师音频时的抬头时间、无教师音频时的低头时间等来衡量。学生在开

小差时，通常会表现出眼神游离或集中于教师、黑板、习题之外的物体上；身体姿态频繁变化，如侧

身、趴在课桌上；小动作增多，如转笔、摸头发等外部行为。学生在打瞌睡时，通常会表现出频繁点

头、眼睛闭合、头部支撑、间歇性抖腿等行为。因此，针对学生的专注力，可通过监测上述外部行为

来衡量。课后给出学生的听课报告，以量化的数据展示出学生的听课效率，给出开小差、打瞌睡等提

醒，并记入学生的个人数据档案，每个学期生成一份整合报告。这份报告对于学生的个性化评价有着

重要意义。 
在摄像头检测到学生存在开小差、打瞌睡等状态时，人工智能系统同步到学生的个人平板上，通过

平板发出不显眼的轻微震动来进行提醒。通过对表情、动作等外在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系统可知悉学

生在哪一块内容、哪一个知识点方面存在疑问，有利于教师和学生进行查漏补缺。 
同时，课堂中的数据同步至家长的软件中，有利于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并能给予学生个

性化的辅导，是解决家长忧虑的重要途径[3]。该举措显著提高家长对孩子的了解，有利于家长针对孩子

的状态进行适当的引导，并制定合理的计划与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系统在自主学习场景中同样展现出显著的应用潜力，其智能化功能可为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支持与高效管理，从而提升学习效能。在教师参加教职工会议、质量分析会议、教研活

动等会议时，楼道里通常会安排一名教师巡视。教室内通常是由班委管理纪律，由于缺乏教师的管理，

部分班级出现传纸条、悄悄聊天等现象。人工智能系统根据摄像头的检测，判断学生的状态，通过学生

个人平板做出提醒。此外，学生的异常状态同步至班主任手里，提升班主任的宏观掌控能力。 

2.2.2. 人机互动 
2024 年江苏省“领航杯”信息化教学优质课大赛中出现了人机互动的场面，在其他比赛中也能够看

见“豆包”等 AI 的出现。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在感到自主、胜任和关联时会更有动力去

学习。一个生动有趣的虚拟人物出现在课堂之中，与学生们进行互动，产生关联，该环节显著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与此同时，课堂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让

学生对知识产主直观的认识，获得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未来课堂中，人工智能与教师、学生的互动或

许会更加智能。 
智慧教育系统中，教师在进行几何的教学时，对一体机中的 AI 施加指令，例如缩放、选择、平移、

翻折、展开等，让平面图形变成立体图形，让静止图形运动起来。例如进行三视图的教学时，教师发布

“正面”“左面”“上面”等指令即可查看某物体对应视角下的图形，进行直观的展示；学生观察物体的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与此同时在 3D 画面中将物体搭建出来。正反两面的观察与操作让学生对三视

图有更深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素养。再例如针对动点问题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运用 AI 将图中

的动点动起来，观察点的运动与图形的变化，让学生直观地看见动态的变化过程。学生经历直观的观察

后，对存在的多种情况进行分类讨论的难度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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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课堂练习 
课堂中存在许多的课堂练习，课堂练习是巩固新知的重要方式。传统的课堂练习主要集中于书本、

练习册和导学案上的习题，习题的完成情况需要教师在学生之间不停的观察才能了解。智慧教育系统下，

这些课堂练习由学生在个人平板上书写完成。现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分析学生的输入并立即提

供纠正反馈[4]，生成自动评分和形成性评估[5]。若题目的类型是选择题、判断题，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直

接进行批改，并给出得分率统计图表，直观地呈现在屏幕上供教师、学生进行参考。若是解答题，教师

可以在一体机上勾选学生，直接投影到屏幕上进行讲解。 
215 背景下，一节课的教学时长从 45 分钟变为 40 分钟，对教师课堂上的时间把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工智能系统很好地顺应 215 的时代潮流，不仅节约了课堂上教师统计课堂练习正确率的时间，还有效

增强了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当堂学习的了解。符合教育学中对及时反馈的要求。 
课后，人工智能系统根据学生完成率、正确率、按时提交率、作业难度、作业类型等参数，对各参数

进行赋分，以量化的数据分析学生本节课的掌握情况，结合高清摄像头的听课效率报告生成一份学习报

告，给出知识点的薄弱环节以及学习建议，为课后作业的个性化布置做好支持。 

2.3. 作业设计与布置 

数学学科因其概念抽象、逻辑严密、应用广泛等显著特点而使学生学习差异非常明显，不同能力水

平的学生完成同一份作业所用时间相差较大[6]。上述分析表明实施分层作业对于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效

率，甚至对于学生看待数学这门学科的态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使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分层教学，在课

后练习中实施分层作业，现阶段分层时难以逃脱将学生划分为类似 ABCD 四个等级的制度。该分层达不

到教育所追求的因材施教层次。事实上，将学生分为 4 个层次相较于传统教学来说，已经属于个性化教

学的范畴。目前大部分教师布置作业的方式还是遵循传统，即所有学生做一样的练习。 

2.3.1. 题目录入 
实现分层作业需要学生的精确画像、习题的精确画像，以及庞大的习题库。因此需要对题目进行精

细的分类，题目特征参数大多包含题型、难度、区分度、知识点、教学要求、答题时间等内容[6]。通过

对题目输入多维矩阵的参数，使每个题目具备显著特征，从而输出给不同学生，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要

求。人工智能系统具备学习特征，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自适应地对题目中的数据、问题形式进行修改，

形成变式训练。与此同时，系统吸收课堂练习、考试习题等来源的题目，扩充题库。 

2.3.2. 分层作业 
根据心理学中的认知负荷理论，为了最大化学习效果，应该合理管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人工智能

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动态调整作业的呈现方式和复杂情况，避免过载和不足情况的发生。 
经过课堂的教学后，人工智能系统会生成每位学生的听课报告，形成每一位学生的精确画像。根据

这份报告以及以往的学生个人数据、性格、考试成绩等量化数据，由人工智能系统在题库里匹配相应特

征的题目，生成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练习。与现有分层作业形式不同，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现真正的

分层作业——每一位学生即为一层。 
学生提交作业后，人工智能系统根据题库中的参考答案，比较字符数量、重合度、最终数据等关键

特征完成批改。 

2.4. 错题与提升 

2.4.1. 错题 
错题是对于学习内容的复习，是曾经解决失败的问题的再现，是学习过程中的反思过程，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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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的延伸。尤其对于数学学科而言，整理错题是有效的学习方式。教学实践也表明，有良好整理

错题习惯的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相对不整理错题的学生来说较高。 
人工智能系统根据课堂以及课后的练习、考试中的题目，自动整理出学生个人的错题集，供学生订

正、复习。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系统可以帮助识别学习者在当前知识库中的优势和差距[7]，提供不同

的错题配置。例如针对优生，错题的数量少，与此同时难度高；针对中等生，错题的数量较多，从基础题

到难度系数稍高的题目都会出现；针对后进生，错题数量较少，难度低。 
在错题集里，人工智能系统根据学生练习时的时长、完成度、考试分数等维度对错题进行分类：非

常重要、重要、一般。非常重要的题目会重复多次出现在学生的错题里；重要的题目少量重复出现；一

般的题目仅出现 1~2 次，学生解决问题之后即消失。 

2.4.2. 提升 
错题是对曾经做错的题目进行复习，将不熟悉的知识点、不熟练的方法练会、练懂，时常能温故知

新。原题熟练之后，将题中数据进行改动，将图形进行微调，是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学会的重要途径。变

式教学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的灵活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发现问题的规律、拓

宽视野，增强想象力，提高思维的广阔性、培养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8]。 
人工智能系统针对学生已经顺利解决的错题，推送变式训练。以变化的题目结构、不变的题目本质

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学会知识点或方法，助力学生实现举一反三，实现能力的提升。 

2.5. 评价 

日常教学生活中，一名教师要面对 50 名左右的学生，只能对一部分极具记忆点的学生做出精细而准

确的评价与建议，对中间层次的学生难以进行精准的评价。现实存在的客观情况导致教师使用固定式的

套路对大体“相似”的学生进行模糊的评价。 
人工智能系统在课堂教学中收集学生数据生成报告，在练习、考试中积累学生能力矩阵数据，在错

题、变式中判断学生能力的增长，自动评分，形成生成性[5]的个性化评价。评价应该是多维度、生成式

的，例如包含专注力、课堂参与度、学习时间、思维方式等要素。现有学者对文心一言的生成式教师评

语的研究表明，生成式评语对学习成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生成式教师评语发展了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

习能力；生成式教师评语能有效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9]。 

3. 小结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及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系统应用于教育系统具有理论可行性，是未来教育改

革的热点之一。以高清摄像头、智能一体机、学生个人平板等设施为硬件支持，以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

收集、整理、分析能力为依托，以学生的个性化教育为目标，将人工智能系统应用于教师备课、课堂教

学、作业设计与布置、错题与提交、评价，构建起未来智慧教育系统。 
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存在一些难以操作、实现的地方，但相信在无数学者的研究之下，

终将完成以人工智能系统为基础的智慧教育系统。最后，期盼未来的教育真正实现教师轻松教、学生轻

松学，期盼每位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知识、获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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