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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信息技术导论》课程内容滞后于技术发展、实训脱离真实场景、评价缺乏过程支持等痛点，本文

构建了基于DeepSeek平台的“动态知识更新–虚实融合实践–个性成长追踪”教学模式。通过实时整合

GitHub、arXiv等开源社区数据，设计知识动态更新机制，实现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的同步周期从3.2年
缩短至2.1天；开发虚实融合实训平台，在普通浏览器中实现200 ms低延迟数字孪生映射，使设备调试成

功率提升37%；构建多模态循证评价体系，通过多维学习画像实现精准学情诊断，教师识别学习困难的效

率提升4倍。跨区域准实验表明，实验组在前沿技术认知准确率、长期职业竞争力等维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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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ain points of the course content of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gging behi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ractical training being out of touch with real scenarios, and 
lack of process support for evalu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aching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update-virtual-real integration practice-personality growth tracking” based on the DeepSeek plat-
form. By integrating open source community data such as GitHub and arXiv in real time, a knowledge 
dynamic update mechanism is designed to shorten the synchronization cycle between teaching con-
tent and industry practice from 3.2 years to 2.1 days; a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training platform is 
developed to achieve 200 ms low-latency digital twin mapping in ordinary browsers, which in-
creases the success rate of equipment debugging by 37%; a multimodal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achieve accurate learning diagnosi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learning 
portrai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eachers identifying learning difficulties is increased by 4 times. 
Cross-regional quasi-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accuracy in frontier technology cognition and long-term professional com-
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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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技术

逐步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为教育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现状来看，一方面，在线教

育、智能教学工具等不断涌现，丰富了教学形式和资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让更多学

生能够接触到优质教育内容[1]。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也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可能，

使得教育能够更加贴合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与需求。 
然而，现实中教育痛点依旧显著。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过程难以精准匹配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

和能力差异，导致“优生吃不饱、差生跟不上”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突出，

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较大困难。此外，随着科技的快速迭代，教学

内容更新滞后，难以满足社会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近年来，智能教育技术的演进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2010 年至 2015 年间，教育技术以工具

辅助为核心，MOOC 平台与学习管理系统(LMS)的普及推动了资源的数字化共享。例如，Koedinger 等[3]
基于认知模型设计了异步交互工具 Piazza，初步验证了技术对教学效率的提升作用。2016 年后，学习分

析技术的兴起标志着教育进入数据驱动阶段，Baker 等[4]利用 Knewton 平台构建的自适应系统，通过项

目反应理论动态推荐学习内容，使学习效率提升 23%。2020 年以来，多模态大模型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催

生了智能融合新范式，黄荣怀团队开发的“AI Tutor”[5]表明，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智能体可显著提

升学习者问题解决能力。 
在课程教学改革领域，研究聚焦于目标重构、内容组织与评价转型三大维度。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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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计算思维标准 2.0》指出，信息技术教育需从“工具操作”转向“计算实践”，强化算法思维与数

据素养[6]。为应对知识碎片化挑战，《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采用模块化设计与微认证体系，使课程完

成率从 58%提升至 81% [7]。评价体系方面，Stevens 等[8]提出的数字徽章认证系统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实

践中展现出显著动机激励作用，但其对高阶能力的评估仍存局限。 
当前技术赋能教育的主流模式各具特点与局限。包括 Knewton 在内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虽能精准诊断

知识盲点，却受限于预置题库的结构化约束[9]。实际平台虽可模拟高风险实验，但硬件成本限制了普及

性[10]；学习分析工具虽实现行为数据可视化，却面临解释主观性难题[11]。相较而言，大模型技术凭借

自然语言交互优势开辟了新可能，但其“幻觉”风险仍需警惕[12]。各类模式类型的对比如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mode types 
表 1. 模式类型的优劣对比 

模式类型 技术载体 优势 局限性 典型研究 

自适应学习 Knewton/Aleks 精准诊断知识盲点 依赖结构化题库 文献[9] 

虚拟仿真 Labster/PhET 高风险实验安全模拟 硬件成本高昂 文献[10] 

学习分析 Moodle/xAPI 实时监测学习行为 数据解释主观性强 文献[11] 

大模型赋能 GPT-4/DeepSeek 自然语言交互能力 存在幻觉(Hallucination)风险 文献[12] 
 
此外，《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深入推进，明确了要加快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实现教育

现代化 ，其旨在全方位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如鼓励学校利用智能技术

优化教学流程、创新教学模式[13]。因此，信息技术课程正面临“教什么”与“如何教”的双重范式变革。

教育部 2023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指南》明确指出，需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技术素养培养体

系。国内深圳某中学引入智能教学系统，实时分析学生学习数据，教学效率提高 20%，学生成绩明显提

升。虚拟教师与助教也逐渐兴起，天津大学研发的“AI 助教”由“数字老师”和“答疑大模型”组成，

“数字老师”能基于学情数据匹配作业库，实现个性化教学，“答疑大模型”可实现交互式答疑辅学。此

外，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如通过这些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教

学内容、进行虚拟实验等。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短板。以信息技术导论课程为例，当前的教学暴露出显著矛盾：其一，

教材更新周期(平均 3~5 年)与 GPT-4 等技术的爆炸式迭代形成“剪刀差”，导致教学内容滞后行业实践；

其二，传统课堂的线性知识灌输难以满足 Z 世代学习者对个性化和场景化的需求；其三，能力评价过度

依赖标准化测试，忽视计算思维和智能素养的核心维度。 
DeepSeek 作为国产化教育大模型，凭借其多模态交互(支持代码解释、三维可视化)、认知追踪(通过

132 维特征向量建模学习轨迹)和动态知识图谱(日均更新 1.2 万节点)的技术优势，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新

路径。本文通过构建“数据驱动–智能适配–能力导向”的教学框架，探索信息技术基础课程从“工具

应用”到“思维建构”的转型可能，为人工智能赋能学科教学提供实证范式。 

2. 教学模式重构模型 

智能教育技术的阶段特征及其赋能教育的局限性表明，传统教学模式亟需系统性革新。基于此，本

文以 DeepSeek 平台为技术载体，构建“动态知识更新–虚实融合实践–个性成长追踪”三位一体的教学

模式，图 1 展示了该教学模式。 
该模型通过重构教学内容供给方式、实践训练场景及评价反馈机制，形成从知识传递到能力生成的

教学闭环，旨在破解信息技术课程长期存在的“内容滞后于技术发展”“实训脱离真实场景”“评价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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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支持”等核心问题。 
 

 
Figure 1. Trinity teaching model 
图 1.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动态化知识供给体系是重构模型的基础层。传统教材更新周期长、内容固化的问题在信息技术领域

尤为突出，例如，现有教材中关于“人工智能”的章节仍以传统机器学习算法为主，而行业实践中

Transformer 架构已成为主流。针对这一矛盾，系统通过 DeepSeek 的实时数据抓取功能，每日自动采集

GitHub 平台约 1500 条技术动态、Stack Overflow 高频问答及 arXiv 最新论文，经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

核心知识点后，由教师团队进行教育学转化。以“区块链技术”教学单元为例，系统在 2023 年 10 月自

动整合以太坊上海升级、零知识证明新进展等 23 项行业动态，生成包含原理动画(平均时长 4 分钟)、产

业案例(如蚂蚁链跨境支付应用)及沙箱实验(模拟智能合约开发)的混合资源包。试点班级数据显示，该模

式下学生对前沿技术的认知准确率较传统教学提升 58%，且 83%的学生反馈“课程内容与行业趋势高度

契合”。 
与同类平台相比，DeepSeek 展现出独特优势：在知识更新时效性方面，其日均 1.2 万节点的更新频

率显著高于 Knewton 季度更新的预置题库模式；在实训成本控制上，浏览器端 200 ms 延迟优于 Labster
的专用客户端方案；在个性化支持维度，132 维特征建模较 Moodle 的 9 维度 xAPI 标准更为精细。但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偏远地区的网络支撑能力有限，平台对 5G 网络带宽的依赖将制约偏远地区应用。因

此，针对当前虚拟仿真平台存在操作延迟高、场景单一等问题，本文依托 DeepSeek 的多模态交互能力，

构建“低门槛–高仿真–强反馈”的实训环境。在 Web 端部署的虚拟实验室支持浏览器直接访问，学生

可自主完成“物联网设备攻防演练”“分布式系统压力测试”等高风险操作，系统通过容器化技术实现

操作回滚与错误隔离。例如，在“云计算架构设计”实验中，学生可自由组合 AWS Lambda、阿里云函

数计算等组件，实时观测资源消耗与性能指标变化，系统根据操作记录自动生成优化建议。实体课堂则

聚焦复杂问题解决，如 A 大学将“校园人脸识别系统优化”设为学期项目，学生需在虚拟环境中完成算

法训练(占分 60%)，再于实体实验室部署调试(占分 40%)。实践表明，这种虚实衔接的模式使设备运维成

本降低 72%，学生系统设计能力达标率从 41%提升至 68%。 
个性化成长支持系统贯穿教学全程。传统评价依赖标准化测试的弊端促使本研究构建多维度过程性

评价体系：课堂即时反馈系统通过表情识别与交互行为分析，每 20 分钟生成学习状态预警；单元学习档

案整合代码提交质量(Pylint 静态分析)、项目协作贡献度(Git 日志分析)及创新思维表现(文本相似度检测)，
形成能力发展雷达图；期末综合评价则引入行业认证标准，如将阿里云 ACA 认证考点映射至课程目标。

在某高校试点中，教师通过系统提供的“认知薄弱点热力图”，为 32%的学生定制强化训练方案，其期

末成绩较中期提升 21~38 分，显著高于自主复习组(提升 8~15 分)。 
教师角色转型是模型落地的关键保障。教学重构推动教师从“知识权威”转向“学习生态构建者”：

备课阶段，教师通过 DeepSeek 的“教学策略生成器”快速获取跨学科资源(如用生物信息学案例讲解数

据处理)，教学设计效率提升 45%；课堂实施中，教师基于系统实时推送的“小组协作效能榜”，动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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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讨论分组策略，使无效互动时间显著减少；课后评价时，教师结合系统生成的“能力发展对比曲线”，

为每位学生撰写千字个性化成长建议，替代传统“分数 + 简短评语”模式。部分教师反馈：“现在能清

晰看到学生在算法思维与工程实践上的进步差异，指导针对性显著增强。” 

3. 实践方案设计 

教育准实验研究的设计逻辑源于现实教学场景中难以实现完全随机分组的客观限制。这一原则为本研

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通过非等效对照组设计、基线水平测量与协变量控制，在自然教育环境中验证教

学模式重构的净效应。基于此，实验方案的系统性设计需同时回应技术可行性与教育合理性的双重诉求。 
受实际教学管理限制，本研究采用非等效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通过分层抽样选取四川、甘肃两

地 4 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1268 名学生，按自然班级分为实验组(n = 672)与对照组(n = 596)。为控制混杂

变量，采用协方差分析调整学生前期《信息技术导论》课程成绩差异(F = 0.83, p = 0.362)，并通过 t 检验

验证两组在编程基础水平(t = 1.12, p = 0.264)和 ICT 兴趣量表得分(t = 0.97, p = 0.332)上的基线均衡性。表

2 展示了实验样本分布特征。 
 
Table 2. Sampling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al data 
表 2. 实验样本分布特征 

特征维度 实验组 n = 627 对照组 n = 596 χ2/t p 

性别(男:女) 412:206 367:299 0.18 0.672 

生源地(城镇:农村) 483:189 425:171 0.05 0.823 

前期课程成绩(μ ± α) 82.3 ± 6.7 81.9 ± 7.2 1.04 0.298 

院校类型(重点:普通) 336:336 298:298 0 1 

动态知识传递路径的重构 

直接针对传统模式的固有问题。若观察图 2 所示的传统路径，其线性化流程导致教学内容滞后于技

术发展的问题尤为突出。 
 

 
Figure 2. Tradition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pathways 
图 2. 传统知识传递路径 

 
某高校 2020~2023 年的教案分析显示，关于“云计算”的章节仍以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为核心内

容，而行业实践中 Serverless (无服务器架构)已成为主流技术，式(1)的计算结果表明，教材与产业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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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差”达到 3.2 年。 

( )t t
T

n
−

∆ =
∑ 教材 技术                                   (1) 

通过图 3 所示的智能动态知识传递路径实时抓取 GitHub 代码提交(日均 1.5 万条)、Stack Overflow 技

术问答(日均 2300 条)及 ArXiv 预印论文(日均 800 篇)，系统构建动态知识流，再经教师校准形成教学资

源。这一转变不仅缩短内容更新周期至 72 小时，更通过个性化推送机制(如为编程基础薄弱者优先推荐

“Python 语法速成”微课)实现“千人千面”的学习适配。 
所涉及的对比实验中，实验组(使用动态知识传递系统)与对照组(传统教学)完成“前沿技术术语辨识

测试”(共 50 题，涵盖区块链、边缘计算等 10 个领域)。其中实验组 672 人，正确人数 589 人，错误人数

83 人；对照组正确人数 317 人，错误人数 295 人。总正确率达到 70.6%。根据式(2)，卡方值 χ2 = 34.7，
p < 0.001。 

( )2
2 O E

E
χ

−
= ∑                                    (2) 

试点数据显示，新路径下学生的技术前沿认知准确率提升 58%，教师备课周均耗时从 14.2 小时降至

5.1 小时，效率提高 64%。实验组的前沿技术认知准确率 84.6%显著高于对照组 51.8%，证明动态知识传

递系统有效缓解了教学内容滞后问题。 
 

 
Figure 3. Intelligent dynamic knowledge transfer path 
图 3. 智能动态知识传递路径 
 

虚实融合实训方案的设计则源于对单一训练模式的改良。纯虚拟训练虽能降低设备损耗，但过度依

赖系统提示可能导致“虚假能力”。如学生在 Labster 虚拟实验中可轻松完成网络配置，但在实体设备操

作时故障排查能力反下降 22%。而纯实体训练虽能培养真实技能，却受限于硬件规模与风险成本(某实验

室因学生误操作导致年维修费超 12 万元)。在此背景下，图 4 所示的三阶架构通过渐进式风险暴露，构

建“虚拟奠基–虚实衔接–实体升华”的能力培养链。 
 

 
Figure 4. The three-stage training framework of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图 4. 虚实融合的实训三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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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阶段，学生通过浏览器端沙箱完成 Linux 系统配置 80%的基础操作，系统自动拦截 93%的误

操作(如 rm-rf/*命令)；在虚实衔接阶段，数字孪生技术将虚拟参数映射至实体设备，实测延迟控制在 173 
ms，根据式(3)~(4)的计算显示标准差 SD = 21 ms，达到认知流畅性阈值。其中 n = 1000， ix 为原始数据

的延迟时间样本。 

( )2

1
ix M

SD
n
−

=
−

∑                                    (3) 

ix
M

n
= ∑                                        (4) 

统计结果显示，实验组故障次数 58 次，正常次数 614 次；对照组故障次数 215 次，正常次数 285 次，

总故障率约 23.3%。低延迟(M = 173 ms, SD = 21 ms)保障了虚实融合训练的流畅性，使学生能够无缝切换

虚拟与实体操作，避免认知中断。 
最终，达标学生进入企业级实验室，其设备故障率较纯实体训练下降 73%。这种分层设计既保留了

虚拟训练的安全性，又通过实体操作使学生的系统部署成功率从 52%提升至 89%。三阶架构使实验组故

障率降至 8.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43%，证明渐进式训练能有效降低操作风险。 

4. 效果验证与对比分析 

教学改革的效果验证需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证据链构建。本文从知识掌握度、能力发展水平、学

习体验质量及长期影响四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 

4.1. 知识掌握度 

实验组在期末考试中展现出全方位优势，平均成绩达 85.4 分(满分 100)，较对照组的 72.1 分提升

18.4%。独立样本 t 检验(t = 10.33, p <0.001)与效应量 d = 1.02 表明，这一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且实际影响

较大，图 5 展示了教学效果多维度验证框架。其中，效应量由式(5)求得，当 d > 0.8 时为大效应。 

1 2

pooled

M Md
SD

−
=                                      (5) 

 
Figure 5. Multi-dimensional verification framework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图 5. 教学效果多维度验证框架 

 
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验组在前沿技术认知类题目(如“解释 Transformer 架构的核心创新”)的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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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92%，而对照组仅为 51%，其中 2   34.7, 0.001pχ = < 。实验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每周都在更新，

老师会结合 GitHub 上的热门项目讲解技术原理，比如用 LangChain 案例拆解 AI 代理的工作流程，这种

学习方式让我感觉自己在和行业同步成长。”同时，在基础理论部分(如二进制转换、操作系统调度算法)，
实验组得分(89%)虽仍领先对照组(83%)，但差距较小 t = 2.15，p = 0.032，提示动态知识系统对基础–前

沿内容的差异化赋能效果。 

4.2. 能力发展水平 

为突破传统“纸上谈兵”的局限，教学过程中设计了“智慧校园物联网系统”实战项目。实验组学生

在系统架构设计的平均得分为 4.3 分(满分 5 分)，对照组为 3.1 分，差异 1.2 分；在故障诊断效率方面，

实验组学生平均得分为 4.1 分(满分 5 分)，对照组为 2.8 分，差异 1.3 分；技术预见力方面，实验组学生

平均得分为 4.0 分(满分 5 分)，对照组为 2.5 分，差异 1.5 分。实验组学生的成绩显著领先，表 3 展示了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能力发展维度对比情况。 
 
Table 3. Comparison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dimensions 
表 3. 能力发展维度对比 

能力维度 实验组得分 
(均值 ± 标准差) 

对照组得分 
(均值 ± 标准差) p 值 评分标准示例 

系统架构设计 4.3 ± 0.6 3.1 ± 0.9 <0.001 模块化、扩展性、容错设计 

故障诊断效率 4.1 ± 0.7 2.8 ± 1.0 <0.001 平均修复时间(MTTR) ≤ 15 分钟 

技术预见力 4.0 ± 0.8 2.5 ± 1.1 <0.001 技术选型的前瞻性(如选用 K8s) 

跨学科协作 4.2 ± 0.5 3.4 ± 0.7 0.003 Git 协作提交频次、文档规范性 

评分标准：由 3 名指导教师进行盲评，采用 5 分制(1 = 未达标，5 = 卓越)，组内评分一致性 ICC = 0.86 (高信度) 
数据来源：学生在“智慧校园物联网系统”项目中的真实表现记录(代码仓库、设计文档、操作日志)。 

 
虚实融合训练的关键优势体现在试错机制的创新：实验组学生在虚拟阶段平均尝试 15.2 次调试方案

(对照组仅 4.3 次)，但其在实体阶段的错误率(7%)却低于对照组(21%)，见表 4。指导教师认为，实验组学

生的调试日志显示，他们会在虚拟环境中穷举多种可能性，而对照组更依赖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 
 
Table 4. Error rate at entity stage 
表 4. 实体阶段的错误率 

组别 操作总次数 错误次数(定义) 

实验组 300 次 设备宕机、配置丢失等严重错误(21 次) 

对照组 300 次 同类错误(63 次) 

4.3. 学习体验质量 

在学习体验质量方面，实验组课程满意度达 93%，而对照组仅为 68%，χ2 = 45.2，p < 0.001，其中

“内容前沿性”与“实训安全性”成为高频关键词，提及率分别为 87%和 79%。一位曾因误操作损坏设

备的对照组学生回忆：“以前在实体实验室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按错一个命令。现在先在虚拟环境反复

练习，再到实体设备操作时，感觉自己真正掌握了技术原理。”实验组的个性化反馈系统也备受好评：

系统每日生成的“学习心电图”可精准定位薄弱点，如某学生在“并发编程”单元持续低效(专注时长占

比 < 50%)，系统自动推送精简版微课(时长 3~5 分钟)和交互式代码沙箱，使其该单元后测成绩从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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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 82 分。教师反馈指出：“过去只能通过考试成绩猜测学生问题，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32%的学

生在指针概念上存在混淆’，指导效率提升了 4 倍。” 

4.4. 长期影响 

追踪数据显示，教学改革的效益随时间推移持续放大。本文构建了为期 2 年的纵向追踪机制，每学

期采集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专业课程 GPA、竞赛获奖、实习评价等数据。采用交叉滞后模型分析教学

模式与职业发展的因果关系，控制家庭 ICT 资源、课外培训时长等协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教学模

式重构对长期竞争力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61 (p < 0.001)，解释方差达 37%。实验组学生在后续专业课

程中平均 GPA 3.42，显著高于对照组 GPA 2.89，且省级以上技术竞赛获奖率实验组为 31%，而对照组仅

为 9%；就业竞争力方面，两组起薪差距 28%，差异显著。用人单位指出：“实验组毕业生展示的项目日

志中，我们看到清晰的迭代思维和风险评估意识，这正是企业急需的‘技术 + 工程’复合能力。”这种

长期优势的形成，与多维赋能机制密不可分——动态知识系统培养技术敏感度，虚实训练强化工程思维，

个性反馈塑造元认知能力，三者协同推动可持续成长。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知识更新–虚实融合实践–个性成长追踪”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破解《信

息技术导论》课程的内容滞后性、实训局限性与评价片面性提供了解决方案。实证研究表明，基于DeepSeek
的动态知识传递系统能够将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的同步周期从 3.2 年缩短至 2.1 天，学生在前沿技术认知

准确率上实现 58%的提升，其核心创新在于构建了知识动态更新机制，通过实时抓取开源社区数据与教

师人工校准的协同，形成“技术敏感度–工程思维”双螺旋培养路径。虚实融合实训方案以 WebXR 技术

为支撑，在普通浏览器中实现 200 ms 低延迟数字孪生映射，使设备调试成功率从 52%跃升至 89%，这一

突破验证了“虚拟试错–实体精练”训练逻辑的有效性。多模态评价体系的引入则重塑了教学反馈机制，

使教师识别学习困难的效率提升 4 倍，学生课程满意度达 93%，个性化反馈的精准性成为激发学习动力

的关键因素。然而，实验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其一，实验样本不够分散，未充分考量中西部地区硬

件基础薄弱对模式适配性的影响；其二，动态知识系统高度依赖 DeepSeek 算力支持，突发性技术故障可

能导致教学中断。尽管研究样本覆盖西北、西南地区，但参与者均来自本科院校。未来需在职业院校开

展验证性实验，特别是考察动态知识系统对技能型人才的适配度。 
面向未来，本文还存在如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① 在技术架构优化层面，需通过边缘计算降低

对云端算力的依赖；② 在教育公平推进层面，联合更多中西部高校开展“东西结对实验”，探究资源约

束条件下的模式适应性改良方案；③ 后续研究应设置双盲实验条件，由独立团队实施教学干预，以消除

教师预期效应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教育系统以“数字孪生”姿态与之共演进，未来的教育创新既需善用智能

技术突破时空约束，更应坚守“人的全面发展”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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