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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智能时代，开展全面的智能教育势在必行

当前社会正处于教育系统变革的关键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2.0阶段，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

能技术破解教育变革难题，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将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用智能技术促

进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构建新的教育形态，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

 智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

 智能教育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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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创新人才

个性化培养的需要

智能化时代大规模、

个性化、自动化的智能制

造模式需要教育培养的是

有创新能力、多样化和个

性特长的人才。新时代需

要借助智能科技，将标准

化、规模化的工业化教育

全面转型为个性化、多样

化的智能化教育。

智能技术推动教育

变革的必然趋势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智能技术的研发是当今世

界各国科技竞争的热点，

它正在对包括教育在内的

社会各领域产生越来越深

刻的影响。利用智能技术

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推动教育变革已成为各国

共识。

智能教学系统发展

升级的客观要求

智能教学系统是智能

教育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

系统。近年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使

得智能教学系统的智能化

内涵和应用形式更趋丰富、

多样，智能教学系统不断

升级发展，给智能教育带

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教育信息化2.0深

化发展的核心诉求

智能化是教育信息

化2.0的时代特征，教育

信息化2.0强调大力推进

智能教育，加快智能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

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

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

用模式，开启了“智能教

育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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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20101970 1980 1990

 教育形式
• 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 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Intelligent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ICAI）

 代表事件
• 1958年，美国 IBM 公司基于 IBM 650 计算机设

计了第一个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 1960年，伊利诺斯大学研制PLATO教学系统，为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 1966年，斯坦福大学与IBM公司合作研制

IBM1500教学系统
• 1970年，Jaime Carbonell等人开发出SCHOLAR

系统，标志着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始
• 1973年，Hartley和Sleeman提出ICAI系统基本框

架
• 1975年，研发出EXCHECK系统、WHY系统等
• 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Wescour等人成功设计出

辅助Basic语言教学的 BIP系统；MITGoldstein和
Carr设计成功WUMPUS游戏系统

2000

 教育形式
• 智能导师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
•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IED）

 代表事件
• 1982年，Sleeman和Brown正式提出了智能导师系统的定义
• 1988年，第一届智能教学系统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召开，标志着智能教学系统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

• 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性系统：LISP Tutor ( Anderson ,Boyle & 

Reiser,1985)、Geometry Tutor ( Anderson , Boyle &Yost,1985)、
PROUST ( Johnson , 1986)、 PIXIE (Sleeman, 1987)

• 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性系统：Smithtown (Shute & Glaser,1990)、
Sherlock (Nichols,Pokorny,Jones,Gott & Alley,1995)、Bridge 

(Shute,1991)、 Stat Lady (Shute & Gawlick - Grendell,1993)、
SQL - Tutor (Mitrovic,1996)、Auto - Tutor (Graesser,1997)

• 21世纪初的代表性系统：VC Prolog Tutor (Chritoph et al. 2000)、
SCoT - DC (Herbert,Clark,2001)、Slide Tutor 

(RebeccaCrowley,Olga Medvedev,2003)、AHP - Tutor (Alessio

Ishizaka, 2004)

 教育形式
• 智能教育（Intelligent Education, IE）
• 智能导师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
•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IED）

 代表事件
• 2011年10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发布了《通往人才大国

之路：推进智能教育战略施行计划》，提出全面推行智能教
育

• 2016年3月，Person和UCL Knowledge Lab联合发布
《Intelligence Unleashed: an argument for AI in 

education》研究报告
• 2016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颁布《国家人工

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将教育作为人工智能公共政策
的一部分加以规划

• 2017年7月，我国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智
能教育作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一部分

• 2018年，欧盟颁布《人工智能对学习、教学和教育的影
响》

• 201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报告

• 201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人工智能与教育北京
共识》，是第一份为科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以落实2030年
教育议程提供指导与建议的文件

萌芽期

（ 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

形成期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

发展期

（21世纪10年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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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01

02

建设应用

产业发展

03

04

实践推广

智能教育相关概念重复交叉且缺乏清晰界定。当前对智能技术在

教育中融合应用的研究缺少有深度、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推动智能教育发展亟待理论创新。厘清智能教育的科学内涵、理

念和发展手段，进行智能教育理论创新，是新时代教育发展面临的挑

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推动智能教育的科学发展。

智能教育系统的顶层规划设计不够。应以《中

国智能教育发展方案》的研制为契机，加强对智能

教育系统的科学设计和整体研究。

智能教育发展需要政策和战略指引。加强对智

能教育的政策和战略研究成为推动智能教育发展的

重要举措。

一方面，智能教育的关键技术研发不够。当前

智能教育领域还只是停留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上，

没有形成针对性强、具有特色的智能教育关键技术。

另一方面，以科研协同支持智能教育产业链亟

待加强。亟待多方跨界协作和共同探索，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优化与发展智能教育产业链。

推进智能教育发展的具体思路和策略尚未成熟。对促进智能教育

发展的研究有待从一般理论性研究转向可操作模式与策略的研究。

智能教育发展进入全面、快速推进的关键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需

要进一步结合新时代个性化教育和教育信息化2.0深化发展的实际，多

方协同，整合力量，加大力度探索智能教育的推进模式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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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能教育的总体架构

 智能教育应用价值

 智能教育推进策略

推进智能教育建设与应用，首先需要明确智能教育的定义及内涵，确立智能教育顶层规划思路。

 智能教育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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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界定

（1）以“智能培养”为目的
的教育
（2）以培养和发展人的“智
能”为宗旨

 研究导向

以教育目的为导向

 内涵界定

（1）“智能技术”支持的教
育
（2）以智能技术为媒介和以
人工智能为内容

 研究导向

以实践方式为导向

 内涵界定

（1）智能培养与智能技术支持相结合
（2）既包括培养和发展人的智能，又
包括使用指南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提
升教学效率和水平

 研究导向

教育目的导向与实践方式导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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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

以学习者为中心，构建情境感知、泛在互联、数据

融通、业务协同的智能教育环境，打造智能型教师

队伍，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理

和适切性服务，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方法变

革，促进学习者核心素养提升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新型教育模式。

智能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智能教育的新阶

段，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形成了智

能教育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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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个性化学习方式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精准描绘学

习者画像，按需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与策

略；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驱动个性化学习

体验；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过程和结果进

行智能测评和个性化诊断，及时掌握学生学

习的全面情况，实现个性化学习改进。

树立新时代教育理念

在人才观上，向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个性特

长的人才转变；在资源观上，向数据化、智

能化转变，向资源智能生成、个性化推荐转

变；在教学观上，向个性化学习、开放式教

学转变。

实现适切性保障服务

智能技术使得未来学校的保障和服务工作更

加适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一方面为用户

提供符合需求的消费、健康、公共服务等信

息服务支持，从而使个人学习生活更加智能

便捷；另一方面，为建筑节能、车辆监控管

理、环境监测和安全监控提供支持 ，从而

使校园的保障服务更加智能便捷。

实行差异化教学方式

利用教育大数据和智能分析技术使得差异化

教学得以真正实现。基于课前、课中、课后

全过程动态学习数据采集、记录和分析，构

建精准教学环境，为教师提供实时动态学情

分析服务，了解学生个体差异，进行差异化

教学。

推动精细化管理决策

在学校教育中管理者运用智能技术可以精简、

优化和重构统一的管理流程，提高管理工作

效率和效能。在区域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公

共服务中，教育大数据技术提供了区域教育

大数据治理服务，促使管理者进行“基于数

据”的管理决策和协调控制。

锻造智能型教师队伍

智能时代，教师是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

融合应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提高教师运

用智能技术的教育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在

智能化工具支持下实现教师角色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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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智能教育核心服务是针对教育场景应用需求，
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技术进行封装，并
整合为开放服务，以供面向多层次、多类型教
育场景的应用产品集成与调用，从而系统性提
升智能教育应用对个性化教育的支撑能力。

打造智能教育核心服务能力

02
推动智能教育从系统建设到应用落地，需要多
方协同、各方面力量的整合，形成“建设者-实
践者-研究者”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的实践共同体，共同推进智能教育的有效实
施。

构建智能教育“实践共同体”

03 智能教育的推进和实施应建立多样化的融合应
用模式，根据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方式，
可分为主体性相融模式、适应性统合模式、辅
助性支持模式三种模式。

探索智能教育融合应用模式

04 （1）建立“政、产、学、研、用”多方参与、
联动创新机制；
（2）建设开放式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
（3）推动成立智能教育行业产业发展联盟。

构筑基于平台的智能教育生态系统

05
通过开展以人工智能为内容的教育，大力培养
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高素质人才。一是构建人
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加强人工智能
普及性教育。三是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和智能教
育教学能力。

培养具有人工智能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06
（1）建立保障智能教育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
倡导“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框架；
（2）建立智能技术应用的规范标准；
（3）建立教育中的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

建立教育中的智能伦理与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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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

在整个智能教育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驱动教育系统走向“智能”的关键技术，即“智能教育关

键技术”，它与教育场景紧密融合、能解决场景中教育特色问题。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的核心价值

 关键技术平台的应用模式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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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关键技术与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关系图

以解决教育特色业务场景中的问题为目标、以满足教育教学规律为准绳，基于关键需求进行综合

改造或定制开发的智能技术的集合，通常称之为“智能教育关键技术”。智能教育关键技术是智能技

术的子集，它与人工智能技术是交叉关系而非包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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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能教育关键技术的产生过程来看，它是多项智能技术、在多个教育场景中、与多种客户业务

需求或教育内在需求，通过“多对多”交叉影响与作用的产物。在参考了“DIKW模型”和“人工智

能参考框架”的相关论述，按照技术之间的关联依赖关系，开发了“智能教育关键技术概念模型”，

以便从多个维度理解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内部组成间的逻辑关系。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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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平台需集中解决相关智能技术的工程化问题，同时确保技术能够开放、稳定、可靠，并有

针对性地集成到教育信息化系统之中，使智能技术与教育场景能够真正地融合，也使得教育信息化系统

能在赋能后成为真正的智能教育应用。“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参考框架”为关键技术平台的开发与实

施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软件系统建设方案，并实现了降低智能技术在教育信息化系统中应用门槛的目标。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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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效果

智能技术基于更强大的算法

和算力，在解决有明确规划与目

标的任务时，能够超越人类专家

的表现。智能技术能够融入人类

顶级专家的经验，使其在解决特

定场景问题时比多数专家表现得

更好。

提高效率

智能技术能够很好地将复杂

的计算任务分割并分配到多台计

算机上完成，充分利用机器的高

性能计算，使其在解决特定的场

景问题时比人类专家表现得更快

速。并且机器不知疲倦，在解决

大规模、重复性的问题时更为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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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平台的三类应用模式暨智能技术的三层应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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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能教育环境三层体系架构

智能教育环境建设是智能教育应用的重要基础。智能教育环境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利用“智

能+”的思维方式，按照“统筹规划、应用驱动、虚实结合、开放创新”的原则进行设计，集智能化感知、

智能化交互、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以支持教学、学习和管理活动

的物理空间环境或虚拟空间环境。

 区域智能教育云

 智能校园

 智能教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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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智能教育云

教育主管部门

智能校园

机构管理者

智能教学场所

教师 学生 家长

从上至下的决策信息流传递

从下至上的教育教学数据流汇聚

智能教育云

学校

……
创客空间教室 实验室

…
创客空间

学校

教室 实验室
……

创客空间

学校

教室 实验室

……

…

智能教育环境自上而下主要包括区

域智能教育云、智能校园和智能教

学场所三层体系架构，在该体系架

构中，有两条相向的教育信息流在

不断地进行传递和汇聚：第一条信

息流是从上到下进行决策信息的传

递；第二条信息流是从下而上的教

育教学数据信息的汇聚。基于教育

教学所产生的全方位、全过程数据，

向上汇聚为学校大数据；同时各个

学校的数据将会自动汇聚到区域智

能教育云，形成了区域教育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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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智能教育云总体架构

区域智能教育云基于智能教育关键技术，

融合5G网络等最新技术，以教育大数据汇

聚与分析为核心，以统一基础服务为支撑，

以整合现有网络信息资源和不断完善系统

服务功能为重点 ，整合基础设施、教育资

源、教育管理、教育公共服务等内容，打

造智能、标准、开放、安全的区域智能教

育云基础服务平台，使其成为区域教育数

据存储、数据交换、数据运算、网络管理

服务、应用服务的中心和枢纽，为区域内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提

供各类网络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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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区域教育
管理平台

区域教育
资源平台

区域网络
教学平台

区域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

区域教育管理平台是为全面推进区域教育评

价和质量监测工作，提升区域教育治理现代

化水平，所构建的涵盖区域网络协同办公、

教育业务管理、数据决策分析等功能的教育

管理信息化平台。

区域教育资源平台是区域优质资源和特色

资源的集中展示和共享中心，可以实现区

域和学校教育资源的汇聚、流转与应用，

构建了完善的教育资源生态圈。具体可以

通过区域教育资源库、区域特色资源库、

教育资源管理系统等模块的建设，实现教

育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

区域网络教学平台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运用教学系统设计、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

数据挖掘分析等方法，为区域内师生提供一

系列网络教学教研应用服务的信息化系统。

主要包括网络备课系统、在线学习系统、网

络教研系统、学业评价系统和名师网络工作

室等子系统。

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是提供区域教育公

共信息服务的载体和呈现平台。具体来

说，就是利用区域内的教育信息资源为用

户提供教育相关的基础型服务和公共服

务，如网络空间服务、数字图书服务、教

育信息服务、招生就业服务、终身学习服

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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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区域教育
管理平台

区域教育
资源平台

区域网络
教学平台

区域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

福州市教学质量监管系统 安徽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

芜湖市智慧教育应用平台
——区域教研管理系统

合肥市教育云平台
“市民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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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校园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新型信息化校园形态，通过搭建智能感知校园基础设
施，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汇聚挖掘校园教育大数据，研发各类教育教学业务系统，支
持学校教育的智能化、个性化应用。

智能校园技术架构模型

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融合等最新的

技术理念和基础教育校园信息化发展实际，

依托本地化的区域智能教育云平台以及中心

化的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构建智能校园

的技术架构模型。该模型在调用区域智能教

育云平台和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的关键技

术服务基础上，采取基于“平台-系统-服务”

的“3+N+4”技术策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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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校园技术架构，

通过建设校本资源系统、教学

服务系统、校本教研系统、学

校管理系统和校园服务系统，

为校园信息化、智能化应用与

服务提供支撑。

校本资源系统是智能校园建设
的重要任务，是开展信息化教
育教学应用的基础。校本资源
系统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资源建
设与服务。

校本资源系统

教学服务系统是智能校园的核
心业务系统，是促进师生教与
学活动的实施与开展，提升教
学质量、教学效能和学习效率
的基本条件与手段。

教学服务系统

校本教研系统也是智能校园的重要业务系统。利用高效、
便捷的校本教研系统，为教师提供校本教研服务，促进教
研合作，是助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校本教研系统

学校管理系统是智能校园业务
管理的重要平台，通过建立综
合管理系统以及学校大数据挖
掘和分析系统，实现校内教务、
校务、人事、行政等方面的信
息化管理，提供教学、工作、
学习、生活为一体的智能化管
理服务。

学校管理系统

校园服务系统是为师生提供智
能化校园服务的重要平台。通
过建立该系统，为师生提供集
文化、生活、节能、健康等于
一体的信息化、智能化校园服
务。

校园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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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学场所是智能教育环境三层架构中的基础

部分，连接一系列的教与学感知应用与系统，承担着

教育大数据的感知、收集以及教育决策信息的传递、

落实的职能。

智能教学场所是教学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具备感知、交互、开放等

特征的现代化教学活动场所，为师生提供了全新的教

与学环境，为构建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提供

了条件。

智能教学场所可以是物理教学环境，也可以是虚

拟教学环境，或虚实相结合的混合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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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融合应用，素质教育、创客教育、STEM教育等成为教育新常态，

逐渐出现了包括智能教室、智能学科教室、智能实验室、智能创客教室和AI实验室等智能教学场所。

智能教室 智能教室

智能实验室 智能创客教室 AI实验室

智能学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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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能教学

智能教育应用是发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价值，构建新型教育模式的必然路径。结合教育业务场

景，通过运用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台、各类智能教学场所和教育教学支持系统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实现了

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教学结构性变革，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

 智能学习

 智能考试与评价

 智能管理与服务

 其他智能教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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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学从辅助教师教学角度出发，涵盖了备课、授课、作业与辅导、教研等多个教学场景，实

现了对学生学情的精准分析、教学资源的智能推荐、教学设计的自动生成、课堂互动的即时反馈数据

留存、智能教学助手的辅助教学、智能辅导与答疑、课堂教学过程的录制与分析、网络协同教研等，

较大程度地减轻了教师教学负担，提高了教师教学的效率和针对性。

1.智能备课

2.智能授课 3.智能辅导与答疑

4.精准教研

• 大数据学情分析

• 教学资源智能推荐

• 教学设计方案自动生成

• 立体化课堂互动

• 智能教学助手

• 智能微课辅导

• 课后答疑机器人

• 智能搜题

• 课堂实录与数据分析

• 网络协同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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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是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

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

和态度的过程。

智能学习是在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新型学习

模式，它通过学习路径规划服务来制定学习的

目标；通过个性化学习、协作式学习、沉浸式

学习和游戏化学习等方式构建新型学习形态，

通过对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负担监测与预警提供

学习保障。

智能学习在为学生提供良好学习体验的同

时，也能够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升学习效率。

学习路径规划 个性化学习

协作式学习 沉浸式学习

游戏化学习 学习负担监测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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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与评价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通

常，考试和评价工作涉及到组卷、监考、阅卷、考试分析、综合素质评价等多项内容，往往会占用教师较

多的时间和精力。智能技术可以辅助教师进行科学、高效的考试与评价工作，提高了考试与评价的工作效

率，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智能组卷 智能监考 智能阅卷

智能考试分析 自适应考试与测验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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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管理与服务活动中，不仅能够帮助管理者实现对区域和学校人、财、物

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科学管理，还能实现对区校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流程的再造，构建智能技术背

景下的教育管理与服务新模式。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管理与服务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学校教学

管理、行政管理、保障服务和区域管理与服务等。

• 排课管理

• 考勤管理

• 教学质量管理

学校教学管理

• 校园文化展示

• 图书服务

• 校园生活服务

• 家校互动

校园保障服务

• 办公管理

• 师资管理

• 设备管理

• 校园安全监管

校园综合管理

区域管理与服务

• 教育信息化应用监管

•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

• 区域教育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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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是当

前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智能技术除了可以应

用于传统知识教学和教育管理等领域，还可以

应用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体质健康教育、

美育、家庭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领域，进一步

丰富了智能教育的内涵。

利用自然语言理解、虚拟现实、计算机视

觉等一系列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学生心理健康

状态的智能评估和预警、学生身体素质的科学

记录和指导、学校美育工作的创新开展、家庭

教育的智能陪伴和特殊教育的智能辅助。

•心理健康问题预警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学生心理健康

服务

•体感互动训练

•体育教学过程监测

•阶段性体质监测

学生体质健康

服务

•美术教学

•音乐教学

•书法教学

学校美育教学

服务

•情感陪伴

•知识启蒙

智能家教陪伴

•自闭症筛查干预

•听力障碍辅助学习

•视觉障碍辅助阅读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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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业特点：新环境酝酿新变化

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变革正在不断深化，智能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形成多方合力，

通过政策驱动、技术引领、社会参与，形成行业蓬勃发展的新态势。这个过程中，技术的引领作用将更加

突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正在重构教育形态，这对整个智能教育行业提出了新挑战，同时也带

来了重大机遇。

 技术趋势：深度与宽度齐头并进

 产业趋势：融合与创新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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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8年基础教育阶段政策统计 智能教育产业生态体系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金额(亿人民币) 34.85 125.52323.95222.69307.01435.23165.34

数量 68 217 416 395 423 39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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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基础教育阶段的投资情况

群体 诉求

教育管理部门
 执行政策规定，达到政策制定的目标

 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校长

 执行政策规定，达到政策制定的目标

 塑造学校品牌，打造学校特色

 提升教学质量，助力升学招生

教师

 利于职称评定，帮助专业发展

 减轻教学负担

 提升教学质量

家长
 培养综合素质

 提高考试成绩

学生
 提高考试成绩

 满足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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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脑科学关注身心

协同发展

•身心健康综合评价

•学习困难干预矫正

•大脑认知训练提升

区块链技术整合并共

享教育资源

•优质资源开放共享

•学习社区优化重塑

•个体服务全面精准

虚拟与增强现实丰富

教育应用

•资源建设生动有趣

•人才培养创新多样

5G网络提升教育应用

体验

•个体学习体验提升

•课堂互动效果升级

•数字学习环境扩容

边缘计算开启“智能

+教育”新视界

•课堂学习的综合评价

•终端学习的个性化反馈

智能教育行业的新技术蓬勃发展，展现出了深度与宽度齐头并进的态势。一方面基于脑科学的研究纵向延伸了认知

智能技术，从“类脑”到“真脑”，从提升学习者的“硬实力”到关注学习者的“软实力”，为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提

供新的引擎。另一方面，伴随着区块链、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出现，以5G与边缘计算为基础设施和新计算方法

为底座，教育应用展现出广阔的横向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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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在偏远落后地区共享将是巨大的

市场机会

•教育资源将同时在供给和需求两端进一步

整合共享

•智能教育相关终端设备将更加多元化并融

合创新

•绿色健康和功能性对于相关终端产品而言

将同等重要

•人机协同将是未来同时满足教学效果和效

率要求的必然选择

•教师未来不会被智能机器所取代

•未来的教育大数据平台、中小学学习平台

的部署将呈现分层化特征

•平台之间的开放互通性将成为平台建设的

必然要求

•智能教育企业将从提供特定应用走向提供

融合解决方案

•全场景的智能教育应用融合将促进泛在的

智能学习

•创新教育企业将进一步得到规范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是智能时代创新教育的

新形态

•万物编程的理念将贯穿人工智能创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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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教育系统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智能技术正

在加快促进教育模式、教育形态的变革。全面推进智能教育发展，

对改善学习效果、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多方合作、人机协同，共同推进智能教育创新发展！

结束语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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