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6), 1201-120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20 

文章引用: 杜晨蕊, 张雨点, 莫光莹, 张长英. 人工智能与个性化教学融合的现实应用及未来展望[J]. 教育进展, 
2025, 15(6): 1201-1206. DOI: 10.12677/ae.2025.1561120 

 
 

人工智能与个性化教学融合的现实应用及 
未来展望 

杜晨蕊，张雨点，莫光莹，张长英 

江苏理工学院炎培学院，江苏 常州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30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向现代教育教学等领域渗透。个性化教学由于顺应了时代发展、教育改革以及学生发

展的需求，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教学变革必然的发展趋势。文章围绕人工智能对个性化教学的现实应用与

应然方向展开研究，从技术、教育与社会伦理三个层面揭示其面临的挑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

策。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给个性化教学提供了高效和灵活的服务，但是需要在技术可靠性、伦理风险和

教育依赖性的挑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今后需要从多方协同治理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入手，使科技真正

为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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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gradually permeating into modern educational teaching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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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 Personalized teaching, as it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I era. This ar-
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deal direction of AI in personalized teaching. It reveals 
the challenges fac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ocial ethics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these issu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I provides efficient and flexible services for 
personalized teaching.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hallenges of tech-
nological reliability, ethical risks, and educational dependency.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the aspects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truly 
make technolog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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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也不例外。个性化教学是指根据每个

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模式[1]。人工智能的出现

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可能。本文将从人工智能时代背景出发，

探讨其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必要性、现实应用和挑战，并进一步展望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希望能够对教育

实践有所帮助与启发。 

2. 人工智能应用于个性化教学的必要性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其在教育行业的应用价值变得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

学中的运用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突破传统教育模式困境，达到因材施教目的的必由之路。 

2.1. 时代发展之趋势：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 

2019 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指导文件，提出“利用现代技术

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2]鉴于此，探索如何借助人

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打造一个智能化的教学环境，已成为当代教育领域需要解决

的新课题。 
2022 年，由教育部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报告立足“智慧教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它意味着教育领域正朝着更加开放、灵活和高

效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涉及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传播方式，还包括教学方法和学习体验的革新。在这个

变革进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明确提出要实施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教育的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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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探索教

育数字化的实践路径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和个性化教学的教育手段。 

2.2. 教育改革之需要：从“千人一面”到“因材施教” 

人工智能运用于个性化教学领域，使教育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一是有利于突破教育资源局限。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进而增强了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可获取性，从而让更多的学

生群体受益。二是拓宽个性化教学途径和手段。利用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等技术，人工智能可以确定学

生学习风格、能力水平以及学习进度等信息，进而为其提供定制的教学内容。这一个性化教学方式一改

“一刀切”的传统模式，使教学活动和学生多样化的需求高度契合[3]。最终实现教师与学生角色重塑。

对教师来说，人工智能的参与降低了日常教学管理负担，实现了教师由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与促进

者的过渡。同时，学生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变得更加自主，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和资源在自我

导向的学习路径上进行探索。 

2.3. 个性差异之天性：激发学生潜能，助力个体发展 

每一个学生是一个独特的人，其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和兴趣爱好都有明显不同。但传统的教育模式

通常会忽略学生个体间的上述差异而采取统一的教学内容与进度。这种“一刀切”的教学方法使得一部

分学生感到“吃不饱”，他们渴望得到更深层次、更具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却无法得到满足；而另一部

分学生则“吃不了”，面对较快的教学进度和较高的学习要求，他们可能会感到吃力，甚至逐渐失去学

习的信心和兴趣。这一教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学生个性的张扬，不能充分发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为解决该问题开辟了全新的思维途径和解决方案，其可以突破“大一统”的教学模

式，通过采集与分析学生学习行为、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学习风格多维度数据，洞察每一位学生个体差异。

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人工智能能够针对学生学习进度与能力水平，向其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的同

时，也能够针对其开发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对学习内容难易程度及先后顺序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每一

位学生在合适的节奏中进行学习。这样，人工智能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潜能，促进每一位学

生全面发展，让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满足每一位学生特有的学习需要。 

3. 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学中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个性化教学实现显著突破，并以三个核心应用来优化教育全流程。一是基于机

器学习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自定义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动态地调节内容的难度和节奏、准确地定

位知识的薄弱点、提供有针对性的练习等，以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习动机。二是智能辅导系统在自然

语言处理的辅助下搭建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以实时对话的方式指导解题，并配合即时反馈机制加强对知

识点的把握，它具有动态调整能力，有效地模拟出真人辅导精准性。最后是智能评估体系整合教学过程

与成效数据(如课堂参与度、成绩表现等)，利用大数据分析生成教学质量评价和学情预测，该系统为教师

提供了干预的依据形成“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系统[4]。这些技术应用共同完成教学内容的准确适

配，学习过程的深度互动以及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显著增强教学效果和学生个性化学习体验。但这一

进程并不平坦，来自技术、教育和社会伦理方面的诸多挑战接踵而至。 

3.1. 技术挑战：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准确性与算法偏见问题 

第一，准确性存在争议。鉴于学生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局限，当前我们仅能

对学生情绪与情感做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比如学生关键认知时刻体验到的顿悟、创意激发或者丰富联想

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对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正是人工智能难以预见与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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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算法偏见问题。机器学习算法在训练和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盒”

现象，导致其决策逻辑和结果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同时这些算法很容易受训练数据存在偏差、不公平

性等因素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中可表现为：对学生个人发展数据的精确性、教育评估的可靠性，以及校

企合作的顺畅程度产生深远影响[5]。尤其是职业院校，由于其对学生技能培养与就业前景有着直接的影

响，上述挑战表现得格外明显。 

3.2. 教育挑战：人工智能引发的教师角色困境与学生依赖性问题 

人工智能作为教学辅助者的角色一旦发生变味，即转向教学替代者的角色，会引起教师的职业倦怠。

这一变化意味着，教师这一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角色有可能被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系统代替。由于人工智

能系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其在教育数据动态获取，精准化教学和定制高效学习方案上显示出了得天

独厚的优势，更增加了教师对职业身份替代的惊慌和焦虑。一些教师对教育大数据及算法分析结果可能

产生过多依赖，从而失去行动决策者的主体性价值及主观能动性。 
人工智能扮演的个性化助手角色也容易使学生产生依赖性[6]。人工智能可以为学生提供高度个性化

的辅助，也就是针对学生的学习风格以及能力水平来量身定做教学内容与习题，这样的确可以极大地提

升学习效率与成效。但是，对这种个性化辅助的过分依赖也带来了潜在问题，即学生由此而降低了自我

探索的可能性，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学生会逐渐习惯人工智能所

给出的即时答案与解决方案，而这种依赖性将影响到他们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因为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会先向工具求助，不会亲自去试图解决。 

3.3. 社会伦理挑战：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学中的隐私泄露与公平伦理问题 

第一，隐私泄露问题。人工智能应用需要以海量的个人信息数据作支撑，数据成为人工智能的基础。

在获取和处理海量信息数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各类数据信息

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

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息等。 
第二，公平伦理问题。在明确人工智能算法的本质是“输入数据 + 算法处理 + 输出数据”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输入的初始数据包含偏见，那么在算法处理的过程中，这种偏见很可

能会被保留甚至放大，从而导致输出的数据也带有偏见[7]。生活中不乏人工智能歧视的案例，例如，亚

马逊面部识别技术歧视：亚马逊的面部识别技术曾被指责存在种族歧视疑问，误将黑人识别为犯罪分子

的概率远高于白人。尤其在应用在个性化教学领域时，可能会造成个性化歧视，如过度强调学生的缺陷，

或一味关注其优势而忽略其劣势。 

4. 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然方向 

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对个性化教学的实际运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后，需要对它今后的发展进行进一步

的反思。人工智能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线，并综合考

虑技术、教育以及社会伦理方面的诸多因素。以下将从技术升级、教育主体自主性回归以及社会伦理治

理框架构建三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然发展方向，以期望对教育实践有更多前瞻性、

指导性的思考。 

4.1. 以持续性的技术升级应对技术挑战 

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和学生心理的非理性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存在局限性，需通过系统性

技术迭代和教学策略动态优化实现突破。首先在技术优化层面，构建“AI 算法优化 + 多元化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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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驱动模型。可采用 TensorFlow、PyTorch 等框架开发自适应算法，并通过网络爬虫、API 接口及物联

网传感器采集学生行为、课堂互动、学科能力等多维度数据。例如，浙江省在新型教学空间建设中部署

智能感知设备，实现学习数据的实时采集与算法迭代[8]。 
其次在教学应用层面，建立“预测–验证–调整”的动态闭环机制。教师可将 AI 分析结果与专业判

断相结合，通过智能分析系统生成个性化学习报告。例如，当系统检测到某班级在几何推理模块的错误

率超过阈值时，教师可启动分层教学预案，同步推送微课资源并调整课堂练习难度。 

4.2. 以回归主体自主性应对教育挑战 

发起并推动“新教育实验”的朱永新认为最适合教师角色定位的是“守望者”，就是要培养学生对

学习、对生活、对生命的自主与自觉。摆脱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依赖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升使用者作为工具

使用主体的自主性。 
对教师群体而言，每位教师需要理解人机协作的重要性，这是与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双师型教学模

式的基础。教师应持续学习，通过参与培训课程、研讨会和与同行的交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并合理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掌握最新的技术和教学方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化时代。同时，教师队伍

的建设者和带领者应密切关注教师的发展状态，持续为教师队伍提供数字化工具的升级和培训机会，帮

助教师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工智能来支持教师的专业成长。 
对学生群体而言，一方面，为他们做好技术指导。时刻强化人作为主体人的自主性特征，鼓励学生

发展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如何判断信息的真伪、如何提取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如何既合乎

逻辑又充满情感的分析信息以得出结论的能力[9]。例如，可以设计开放性问题和项目式学习等措施，让

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为学生创设富有情感温度的人智交互模式。

智能技术过度依赖会导致学生的精神发展受阻，因此在未来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亟需关注学生情感发展，

确保学生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能培养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能力。 

4.3. 以构建多维度治理框架应对社会伦理挑战 

回应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挑战需要多维度策略，以塑造综合性治理框架。第一，在隐私保护领域，

建议采取“立法 + 技术 + 教育”的三级治理模式。第二，针对算法公平性，可采用“技术优化 + 社会

监督”的协同机制。技术层面建议部署改进型算法工具，例如 IIFR 算法通过余弦相似度提升深度学习模

型的个体公平率[10]。制度层面可参考欧盟《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建立多方参与的算法影响评估

体系[11]。最后，在伦理素养培育方面，应建立“基础教育 + 职业培训 + 公众科普”的立体教育体系，

例如 MIT 开发的 STEAM 选修课程通过医疗诊断算法偏见模拟实验培养青少年的伦理判断力[12]。国内

高校可借鉴其内嵌式教学模式，在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中设置 48 课时的伦理模块，采用《人工智能伦理体

系：基础架构与关键问题》提出的场景化案例教学法[13]。这种分层次、重实践的治理框架，既包含法律

规制的刚性约束，又融合技术工具的动态优化，同时通过教育体系培育伦理决策能力，形成闭环式治理

生态。 

5. 结语 

总之，人工智能技术是个性化教学的有力支撑，它使教育变得更灵活、有效。教师通过智能化教学

系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需求并提供针对性教学内容，学生还可以得到更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但在科技

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技术准确性、师生依赖性和社会伦理问题等一系列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必

须在法律法规、算法透明度和公众伦理素养几个维度上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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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开展个性化教学需要对人工智能赋能路径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也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在实

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潜在的风险。教育者与政策制定者应该通力合作，以保证人工智能技术既能保护

学生隐私、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学质量，又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教

育实践的不断深入，人工智能会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个性化教学当中，并且其潜能会被越来越充分地

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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