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8日/第 004版 
国内信息 
 

人工智能时代要加强智慧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黄荣怀 
 

 
    2015年 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人工智能将作为重点
布局的 11 个领域之一。2016 年 5 月，《“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中提出，计划到 2018 年形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包括支持在教育领域开展人
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在教育领域谈人工智能，就是谈教育信息化，特别是作为教育信息化高端

形态的智慧教育。智慧教育系统包括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现代教育制度三重境界。在

“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以下几点对于智慧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实际意义: 
    第一，加强产学研合作，助力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方案》提出加强产学研用合作，支持
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国家级创新中心，共同推动人
工智能基础理论、共性技术、应用技术研究。为提升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国际竞争力，要建立国际

化的网络联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例如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促进资源

整合和企业合作，聚集科技创新与产业协作力量，探索建立产学研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促进我

国教育信息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第二，建设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局面。《方案》提到基础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工程，要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政府资助，引领资源的开

发和应用推广，购买基础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提供公益性服务。同时，不断推进校际间网络课程

互选，以及精品教育资源的共享，减少重复建设，不断提升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逐步形成资源

共建共享的机制。最后，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入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创建用户按需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机制，形成人人参与建设、不断推陈出新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局面，进一步促进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发展“智慧学习”，增强城市的“智慧品质”。《方案》提出要在健康医疗、智慧娱乐、
家庭安全、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等领域开展应用服务创新示范，提供互联共享解决方案，其实就

是要提高宜居体验。视民宜居体验与城市创新活力作为驱动智慧城市发展的双核心，关系到一个

新的研究领域——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数

字化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市民享受的城市学习资源应该是泛在的、便捷的，城市需要加强智慧

学习环境的顶层设计，将其纳入到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打破无形的“围墙”，促进学习资

源共享。 
    第四，构建“VR+教育”模式，推进智慧教育体系完善。突破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关键技
术，加快技术成果在智能可穿戴设备中的应用，是《方案》又一大亮点，在可穿戴设备中以 VR
最具代表性。VR 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各种体验，使知识点以更加生
动的方式被学习者了解、记忆，学习效果将发生本质变化；另外，VR 通过场景化教学，改善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所处的相对位置，培养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锻炼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动手能力。 
    第五，加大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与应用。《方案》提出推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感知、模式
识别、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智能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深入应用，大力提升机器人产品在传感、

交互、控制、协作、决策等方面的性能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机器人是很多人畅想未

来时的“必备元素”，我们可以预见到今后的教育机器人将实现“解放教师”和“解放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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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面分担部分教师的职责，让教师有更多时间启发学生提问等；在中文和英语等语言教学中，

机器人发音更标准，可以准确知晓学生发音是否标准，这也是教师不容易做到的。 
    身处“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我们应该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
一，做好“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工作，为我国企业、学校等机构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第二，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通过与企业间开展合作，建设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加快、培养引进一

批高端、复合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