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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工智能驱动科技革命，开启了智慧教育时代。教师需要借助新技术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本文以

高中数学“指数函数”教学为例，探讨人工智能在教学设计中的应用，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设

计框架，分析其用于备课的可行性与创新性，结合案例展示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提升效果的作用，强调

运用人工智能时要结合学情，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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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iv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opens the 
era of wisdom education. Teachers need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
nologies. Taking the teaching of “Exponential Function”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aching design, constructs a teach-
ing design framework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alyzes its feasibility and inno-
vation in preparing lessons, shows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ssisting teaching an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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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g the effect with cases,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learning situation and stick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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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中，人工智能(AI)已全面融入社会各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教育领域也在

积极探索“AI 赋能”之路。自 2018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要求推动人工智能和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到习总书记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里，表明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培养

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倡导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创新教育评价工具，全面评价学生[1]。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AI 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日益关键。借

助 AI 创新教学设计，推动教育变革，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中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教学方式在激发学生兴趣、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上存在局限[2]。其中，指数函

数作为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因其抽象性与复杂性，使得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理解困难。在此背景下，

如何科学且有效地开展教学设计，从而充分释放 AI 在高中数学指数函数教学中的独特优势，培养适应时

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已然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关乎教育教学的创新

变革，更深刻影响着学生未来的发展。 

2. 人工智能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近些年来，AI 技术为数学教学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推动教育不断进

步的重要因素。从个性化学习的角度来看，AI 借助智能算法深入剖析学生的学习习惯与知识掌握程度，

进而为学生量身定制专属学习计划，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资源，这些做法不但能明显提升学生的学习效

率，还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说 OKmath 平台用 AI 给学生实时解答数学问题，给出学习建

议，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对于教学资源优化这方面，AI 有很大的优势。生成式 AI 技术能优化教学内容

的选择和配置，给教师提供更高效的资源支持，让教学资源的利用更科学合理。在教学实践中也不乏成

功的例子，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校在疫情期间引入高木智能学习系统，设计了“人机共教”的“AI 数学

课”，让教学方式有了创新，给数学教学增添了活力[3]。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仍面临诸多挑战，如部分教师对智能技术的接受度较低，缺乏将其融入教学的意识和能力。 

3. 人工智能背景下对当前备课问题的思考 

在教育领域内，备好课是教师能够上好课的重要前提。信息化时代，尽管已有不少信息化与学科教

学融合的探索，但教师备课环节仍存在不足。 
传统备课以个人或备课组集体备课为主，围绕教学内容开展。个人备课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结合

经验梳理知识点、明确重难点；集体备课则是先收集所需资料，然后教师们一起进行讨论，个人生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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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者备课组共同分享课件。这种方式注重知识系统性与逻辑性传递，教师能深入研读教材，发挥主

观能动性，预判学生问题并提前规划解决方案。然而，AI 时代来临，传统备课方式出现明显局限。人

工智能助力下，备课资源海量多元，线上资源库等能提供丰富素材。但当前一线教学中，教师备课形式

普遍单一，多为线下，且大多聚焦教学内容，对教学形式的信息化探究较少，没有深度融合信息化与智

能化[4]。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传统备课与信息化备课的差异，特绘制以下对比图(如图 1)所示： 

 

 
Figur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lesson prepa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sson preparation 
图 1. 传统备课与信息化备课差异对比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传统备课在资源来源、教学形式方面存在明显局限，而信息化备课则在这些方面

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因此，教师可尝试将传统备课形式与新时代信息化教学要求有机融合。如运用 AI 协
助备课，提高教学效果。本文以高中数学“指数函数”内容为例，试着与人工智能——DeepSeek 有机结

合来进行备课，以期为高中数学教学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4.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AI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要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知负荷理论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原有经验，主动开展知识体系的构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

AI 能够发挥为学生营造丰富的学习情境并提供大量的学习资源的作用，使得学生在不断地探索的过程

中，增长知识，巩固知识，提高自身能力。本研究聚焦于指数函数的教学，在指数函数的教学环节中，

AI 可以通过模拟细胞分裂、复利计算等现实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验指数函数的应用，从而主

动完成对函数概念以及性质的认知构建。 
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在学习过程中有效掌握认知负荷对于提升学习效果是非常重要的。AI 能够通过智

能算法准确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从而做到因人而异的提供符合每个学生认知水平的内容，避免了因为

认知负荷过高或者过低而对学习效率产生的影响。同样，在指数函数教学实践里，无论是基础知识较差

的学生还是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AI 都能为他们提供帮助，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要。 

5.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设计过程与结果 

在研究 AI 辅助进行教学设计时，明确具体的流程很重要。AI 辅助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的、环环相

扣的过程。为了使大家能更直观、清晰地了解这一过程，特绘制 AI 辅助教学设计流程图(如图 2)。借助

这一流程图，读者能迅速把握 AI 在教学设计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也为后续相关研究做好了铺垫。 
接下来，将沿着这一具体流程展开详细讨论，从精准提问开始，逐步深入到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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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AI assisted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图 2. AI 助力数学教学设计的具体过程 

5.1. 精准提问：搭建教学设计框架 

在借助 AI 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将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 
在与 AI 协同备课的过程中，为精准把握学情，教师可向学生布置指数函数相关概念排序题，例如，

让学生对指数函数的定义、指数函数的图像特征、指数增长与指数衰减的区别、指数函数在实际问题中

的应用等概念按熟悉程度进行排序(其中 1 为最熟悉，5 为最陌生)，学生分组作答后拍照上传 AI，AI 统
计分析结果，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在课前对指数函数知识的掌握情况，知晓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和已有认知

基础，为后续教学提供关键依据。 
基于学情分析结果，教师结合教材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向 AI 提

出问题：“基于学情调查和分析结果，请对高中数学必修第一册(人教 A 版)教材‘指数函数’这一部分

进行教学设计，课标要求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图象与性质，并能运用其解决简单实际问题，同时着重

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AI 生成的教学设计框架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Example of AI gener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ramework 
表 1. AI 生成的教学设计框架示例 

课程设计 内容 

课程名称 指数函数的概念、图象与性质 

课程时间 1 课时(45 分钟) 

教学目标 
1) 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和表达式，培养数学抽象素养。 
2) 掌握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加强直观想象素养。 
3) 借助指数函数来处理简单实际问题，提升数学建模和数学运算素养。 

教学过程 

1) 学情引入(5 分钟) 
结合 AI 反馈的学情数据，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如细菌繁殖、银行存款利息计算)针对性的引入

指数函数的概念，激发学生兴趣。 
2) 讲授(15 分钟) 
(a) 定义：结合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和生活实例，讲解指数函数的定义及其数学表 。 
(b) 图象：绘制不同底数的指数函数图象，分析其变化规律 
(c) 性质：总结概括出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对称性等性质。 
3) 探究(20 分钟) 
(a) 小组讨论：学生分组分析指数函数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b) 例题解析：通过例题展示如何利用指数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c) 互动练习：学生独立完成习题，教师借助 AI 实时分析学生答题情况，针对薄弱项指导。 
4) 总结与反思(5 分钟) 
教师总结课程重点，学生提出疑问，师生共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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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资源 
1) 多媒体设备：用于展示指数函数的图象和实际应用案例，帮助学生直观理解。 
2)教材与教辅资料：提供指数函数的基础知识和例题，支持学生自主学习。 
3) 在线学习平台：提供课后练习和拓展资源，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教学评价 

1) 课堂表现评价：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活跃度，主动回答问题的情况、小组讨论的

表现等。 
2) 作业评价：通过批改学生作业，了解他们对于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体应用能力，有针

对性的进行辅导。 
3) 小测验评价：在教学结束后进行小测验，考查学生对指数函数概念、图象、性质及应用的

掌握情况，检验教学效果。 

 
从表 1 能够发现，该教学设计的整体架构较为完备，做到了教学与评价的有机融合，实现了“教–

学–评一体化”。但仍存在不足。如教学资源方面，虽提及了多媒体展示案例和在线学习平台提供拓展

资源，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案例内容和拓展方向。在学生活动设计上也不够细致，缺少互动活动。这些细

节需要完善，以便让使得学设计更具操作性和实用性。针对上述问题，向 AI 提出关于优化完善的问题：

“如何优化这份教学设计中的案例分析环节，并设计更具吸引力的互动活动？”AI 给出的补充内容详见

表 2： 
 
Table 2. Case analysis and supplementary design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表 2. 案例分析与互动活动补充设计 

案例分析 

1) 人口增长模型：选取一个具体地点的人口增长数据，让学生建立指数函数模型，分析影响

人口增长的因素和未来趋势 
2) 复利计算：让学生分析指数函数在复利计算中的运用，通过讨论复利计算的过程更深入地

理解指数函数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 

互动活动 

1) 模拟金融投资：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金融投资活动。让学生体验指数函数在金融

中的运用，理解其中的利益和风险。 
2) 绘制函数图像：教师提供指数函数的数学表达式，让学生尝试通过小组合作来绘制指数函

数的图像，然后向全班展示他们的理解和发现。 

 
借助精确的提问，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持续优化教学设计的细微之处，进一步深入打造备课环节

中教学内容的规划。 

5.2. 核心素养导向：填充教学内容细节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要求数学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结合这一要求[5]，教师可以提出以下设问：“请结合数学学科的六大核心素养，对以上教学设计进行改

进。”AI 补充的改进建议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eaching strategies guided by core competencies 
表 3. 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策略改进意见 

数学抽象 在课堂中，强调指数函数的抽象性，帮助学生从具体实例中抽象出数学概念。 

逻辑推理 在教学中，通过例题练习，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帮助学生理解指数函数的性质和应用。 

数学建模 引导学生对生活实际问题进行数学化处理，构建数学模型，强化其数学建模能力。 

直观想象 在教学中，借助图像展示与动态演示，让学生能够直观地领会指数函数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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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学运算 在教学中，通过开展计算练习活动，实现学生数学运算能力的进阶。 

数据分析 在教学中，借助实际数据分析，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表 3 表明，以数学的六大核心素养为指引，AI 深度融入课程内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同

时梳理出清晰的备课思路与教学建议，让本课教学设计目标更明确，方向更精准。 

5.3. 智能教育融合：升级教学活动体验 

在当下，时代对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以及智能教育的落地、智慧课堂的构建都提出了全新要求。基于

此，提出如下疑问：“如何从智能教育的角度出发，对上述教学设计加以改进？”AI 给出的补充解答如

表 4： 
 
Table 4.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technology 
表 4. 智能教育技术融合应用建议 

个性化教学内容和评价 小组讨论时，借助智能化教育平台，依据学生学情和兴趣，给各小组分配专属问题。 

智能辅助教学 利用智能化工具和应用，提供实时的课堂互动和学习支持。 

教育数据分析 收集学生在小组讨论和课堂展示中的表现数据，利用智能分析工具对学生的参与度、

表达能力和思维深度进行分析。 

开放与共享 利用智能化平台共享教学资源，方便学生课后通过在线课堂持续学习。 

 
从表 4 可知，AI 把教学环节、课堂活动与智能化技术紧密结合，让教学全程融入信息化，为教师备

课提供便利。 

6. 结语 

在 AI 的助力下，教师能够在备课的过程中快速生成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梳理教学思路并搭建框架。

然而，AI 生成的教学设计仍需要教师根据具体学情和教学要求等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AI 作为科技

进步的结晶，能够有力辅助教师的工作。但是教育核心在于立德树人，教师备课时需兼顾育人目标与技

术运用。就好比在教育这条船上，技术是划船的桨，而教师才是掌控方向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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