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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GC正在广泛地应用于教育领域，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专业课程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当前课程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演

进、跨学科知识整合不足、缺乏真实数据实践场景”，通过引入AIGC技术赋能专业课程教学，一定程度

解决了上述问题，促进了传统教学模式的转型升级。研究结论，(1) AIGC技术推动课程内容设计向智能

化转型；(2) AIGC重塑了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新路径。(3) AIGC引领教学范式深度变革与创新。研究结论对

于数智时代的教学模式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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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
erated Content) is being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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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curriculum of the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major. By lever-
aging AIGC, the research aims to address three major issues such as outdated course content rela-
tive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a lack 
of real-world data practice scenarios, thereb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
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AIGC drives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design; (2) AIGC reshapes the pathways for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
gration; (3) AIGC leads to profound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in teaching paradigms. The research 
hold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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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面临三大瓶颈，一是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演进，以大数据技

术平台为例，Hadoop 到 Spark 的技术迭代周期约为 6 个月，而高校教材的修订周期通常长达 2 至 3 年，

导致课程内容难以及时反映产业前沿。二是跨学科知识整合不足，教学过程中往往难以实现管理逻辑与

计算技术的有效协同，学生容易陷入“重技术轻业务”或“重理论轻操作”的困境。三是缺乏真实的数

据实践场景，高校教学资源有限，难以构建贴近行业的高仿真数据环境，学生的实战能力培养严重不足。

面对以上困境，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出现为教学改革

提供了全新路径[1]。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被广泛应用于文本、图像、代码等多模态

内容的生成[2]。Xie 等[3]深入挖掘人机协同课堂协作机制，构建了基于 AIGC 的高校人机协同 SOCAEE
课堂教学体系。AIGC 可辅助教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构建虚拟实训环境，并促进多学科人机互动知识的

融合与转化，从而有效提升教学的前瞻性、系统性与实践性。 

2. AIGC 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在大数据领域，AIGC 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大数据本身具有数据量大、类型多样、价值密度低等特

点，传统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教学面临诸多挑战，AIGC 技术可以为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提供新

的思路和工具，赋能课程内容创新和教学方法创新[4]，具体如图 1 所示。 

2.1. AIGC 赋能课程内容动态更新，解决“课程内容滞后于技术演进”的问题 

(1) 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课程体系中，可以将 AIGC 技术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嵌入其中。例如，开设

专门的 AIGC 技术课程，介绍其基本原理、应用场景和开发方法，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让学生深入理解 AIGC 技术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目前国外比较成熟的 AIGC 工具是 Chatgpt4.0、
Sora 等，国内比较成熟的工具是 DeepSeek [5]、豆包、文心一言、Kimi 等，在课程教学中，可以将这些

工具嵌入使用，从而进行教学模式创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3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易，张雪清 
 

 

DOI: 10.12677/ae.2025.1571310 963 教育进展 
 

 
Figure 1. Applications of AIGC in education 
图 1. AIGC 在教育中的应用 

 
(2) AIGC 实时获取并整合最新技术发展。AIGC 视为一种拥有先进技术特质的“进阶版”搜索引擎[6]，

可以自动搜索来自开源社区(例如 GitHub、arXiv 等)以及技术社区 CSDN 的前沿领域知识，并将这些知识

整合成符合人类价值观的知识，提取并结构化地整理这些知识，助力教师快速了解前沿的知识动态并融

入课堂，更新教学知识体系，提升课堂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2.2. AIGC 促进知识融合与跨学科创新，解决“跨学科整合不足”的问题 

(1) 多领域知识整合能力。AIGC 具备强大的跨领域自然语言处理与生成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

理解并融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7]。例如“大数据综合模拟实训”课程是多门课程、多个行业应用场景

的整合，AIGC 为这门课程的实施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借助 AIGC 快速生成贴近

实际场景的教学案例，例如“电商平台中的用户画像与精准营销策略分析”“供应链优化中的库存预测

建模实践”“企业战略决策中的因果推断与 A/B 测试设计”等，有效解决传统教学资源开发周期长、内

容更新滞后的问题。 
(2) 跨学科协同项目内容生成。AIGC 作为一种“通用人工智能”，在跨学科、跨领域知识项目协同

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显著提升跨学科教学的实效性[8] [9]。在跨学科课程或综合项目实训中，教师只

要根据需求写出“提示词”，便可利用 AIGC 快速构建项目框架、设定场景变量与数据任务[10]。例如在

“商务与经济统计分析平台”实验设计中，AIGC 能提出建模方案、市场销售数据的处理逻辑，设计出交

互式数据可视化界面，学生能够在系统性问题场景中开展数据建模，业务逻辑推演与跨专业协作，最终

完整套实验任务。在上述过程中，AIGC 不仅是内容生成器，更是多学科协同的知识融合组织中心。 

2.3. 构建沉浸式仿真平台，解决“缺乏真实数据实践场景”的问题 

(1) 生成“合成数据”以替代敏感真实数据。由于目前 AIGC 大模型的底层训练需要大量数据，现实

中产生的数据，又远远不能满足大模型的训练需求，所以，“合成数据”将是大模型训练以及研究机构

数据要素的必要组成部分。高纳德咨询公司预测，到 2030 年，绝大部分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将

是合成数据[11]，AIGC 能够合成上下文环境生成结构合理、逻辑一致的“合成数据”[12]，满足科学实验

的需求。例如模拟银行交易记录、电商用户点击率、医疗病例记录等，合成的这类数据既能保留原始数据

的特征，又避免了隐私泄露和合规风险，非常适合教学演示和模型训练，以及案例研讨等多种场景[13]。 
(2) 相比较静态模拟数据，AIGC 生成的合成数据具备“任务感知”能力，可以依据用户需求进行定

制化生成，显著提升数据的教学适配性和实用性。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专业教学中，AIGC 作为一种智

能化赋能工具，在教学中，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AIGC 能够生成静态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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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虚拟出多个智能体，创造性地与老师和学生互动[14]。通过 AIGC 自动生成基于学生需求的互动实

验项目、案例分析，对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进行答疑解惑，促进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大数据技术。 

3. AIGC 赋能课程教学创新的案例分析 

3.1. 案例背景 

本研究以 XX 大学的本科生课程《Python 程序设计》为研究对象。该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编程

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建模可视化能力等，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提供技术支撑。《Python 程序设

计》课程中大量涉及编程逻辑、数据建模与应用案例讲解，学生学习中一定程度存在理解难、动手能力

弱、反馈滞后等问题，将通过 AIGC 赋能将一定程度解决上述问题。 

3.2. AIGC 工具部署与教学流程 

(1) 课前阶段：AIGC 赋能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准备，降低 Python 学习门槛。在 Python 编程课程的学

习准备环节，AIGC 展现出强大的定制化内容生成能力，可以生成规范性的代码，并辅助调试代码。能自

动生成匹配场景的预习材料，例如“利用 Python 进行跨境电商销售数据分析”“用 Python 构建物流路径

模拟程序”“基于 Pandas 的商务统计报表自动化实现”等，使抽象的编程语法与结构贴近具体业务背景，

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参与度。此外，AIGC 可实时整合 Python 生态的最新发展，例如 PyTorch 库

优化、LangChain 集成、数据工程工具链等[15]，生成学习简报，帮助学生提前掌握行业热点与前沿工具，

解决课程内容滞后于技术演化的难题。AIGC 还可辅助构建 Python 知识图谱、学习路径导航图，引导学

生建立清晰的学习路径，为后续高阶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2) 课中阶段：AIGC 实现编程互动与问题导向教学，增强知识内化。在课堂教学中，AIGC 作为“智

能助教”可实现实时交互与即时反馈，极大提升 Python 教学的互动性和效率[16]。在代码编写过程中，

AI 可实时诊断语法错误，结构性问题，提供优化建议，如函数重构、循环替代、代码效率提升等，帮助

学生及时纠错并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在项目实践环节，教师可借助 AIGC 动态生成真实感强的业务任

务情境，例如“模拟一个在线教育平台的用户数据分析系统”或“构建一个自动检测异常交易的 Python
应用”，实现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需求的无缝衔接。此外，AIGC 还可协助生成虚拟用户对话脚本、API
调用模拟数据等，构建带有业务逻辑和用户交互的角色任务，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系统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打破“只学代码不懂业务”的传统割裂问题。 
(3) 课后阶段：AIGC 驱动作业智能化、多元化反馈。相比以往的课后反馈模式，AIGC 根据学生作

业内容、知识掌握情况，实时生成个性化的评语与建议，在提高反馈针对性的同时，也减轻了教师的工

作负担[17]。更重要的是，AIGC 能够支持多种表达方式，比如图表、语音或微视频，使反馈更加直观、

生动，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此外，通过长期积累，AIGC 还可以形成动态学习档案，帮助教师精准把

握学生的学习进展，这种智能化、多元化的反馈方式，正在改变传统教学的面貌。 

3.3. 学生反馈与典型问题 

目前学生对 AIGC 辅助教学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AIGC 极大地降低了编程

学习门槛、提升了参与动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部分学生对“AI 工具依赖”所导致的基础能力弱化等

问题的担忧，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1) 积极反馈：降低编程入门门槛、即时反馈提升学习信心。在 Python 教学中，初学者常因语法难、

逻辑抽象而产生入门焦虑。AIGC 通过自然语言生成代码、自动纠错、函数解释和算法可视化等功能，为

学生营造低门槛、高反馈的学习环境。学生只需用自然语言描述任务，即可生成可运行代码，出错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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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时提示修改建议，形成“尝试–反馈–修正”的高效学习路径，尤其在模型构建与调参等环节，AIGC
可推荐算法模板和参数组合，帮助学生快速实现成果，增强学习信心与成就感。 

(2) 典型问题：基础能力弱化与“工具依赖”风险并存。尽管 AIGC 提升了学习效率，但也带来学生

基础能力弱化与独立思考退化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不少学生依赖 AIGC 生成代码完成作业，忽视对

语法、函数参数与数据结构的理解，比如在递归或面向对象编程学习中，学生虽能复制 AI 方案，却难以

独立编写或解释核心逻辑，呈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暴露出“脱离 AI 即无措”的依赖风险。

因此，AIGC 应被定位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手段。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AIGC 赋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学已取得初步成效，涵盖教学管理、课堂评价、音视频数据应用

及行业智能化研究等领域，为专业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1) AIGC 推动课程内容智能化转型。AIGC 将辅助教师完成“课前–课中–课后”一体化课程体系

设计，课程内容的个性化设计，满足差异化学习需求。同时能保证课程资源的实时更新，推动课程体系

创新改革，形成新课程、新形态、新机制。比如教育部目前在全国推出的第一批“智慧课程”，就是 AIGC
进行课程内容智能化转型的典型应用。 

(2) AIGC 重塑了跨学科知识整合的路径。AIGC 具有对语言语义的深度理解与生成能力，能够打破

各知识领域之间的壁垒，实现技术与应用语境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促进各个领域知识的流动与整合，

提升学生从多学科视角理解与应用知识的能力，通过生成多样化的学习内容、构建复合型知识环境以及

引导多维度的思维方式，为跨学科协同学习与复合型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支持。 
(3) AIGC 引领教学范式深度变革与创新。AIGC 突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推动教学向个性化、

自适应与生成式发展，可根据学生水平与节奏动态生成内容，实现精准教学与反馈，课堂中提供编程诊

断、建模建议与案例模拟，增强互动与实践导向，课后支持作业批改、项目构建与能力评估，形成“教–

学–评”一体化闭环，这一转型重构了教师角色与课程设计，拓展了教育智能化的新路径。 

4.2. 研究展望 

(1) 推动教学从“讲授式”向“智能适配式”演进。AIGC 的应用是技术层面的更新，也是教育理念

的深层重塑，引导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转变。在 AIGC 的支持下，教学资

源与学习路径可根据学生特点动态生成，实现内容的智能适配与过程的精准支持，增强了学习的参与度

与针对性，这种教学模式的转变与 OBE [18]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高度契合，有助于聚焦学习结果与能力

达成，提升教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为构建以学习成效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2) AIGC 作为新一代智能技术，正逐步融入教学各环节，为专业建设注入新动能，在课程内容更新、

教学过程优化、实践能力培养和成果评价等方面展现出积极作用，推动教学从以知识传授为主向注重能

力提升转变。AIGC 的普遍应用有助于提升教学针对性与适应性，为培养具有数据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的

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助力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专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教育生态的体系看，

AIGC 将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产业人才协同培养的关键技术，其意义不仅限于课堂教学，更体

现在教育体系的整体重构与创新能力的深度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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