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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中小学生课后作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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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双减” 政策推动的教育转型背景下，中小学生课后作业模式的优化创新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其为构建课后作业设计模式创新提供了智能化解决方案。本研究聚焦人工智能与

教育场景的结合点，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框架下课后作业的创新设计模型，并通过具体实践案例验证该模式的实施成效，

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生课后作业改革提供可参考的实践路径与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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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赋能中小学生课后作业的发展基础

1.1 理论支撑与研究进展

课后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是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的重要环节 [1]。交叠影响域理论指出，家庭与学校的协同互

动对学生成长具有叠加效应 [2]，协同教育理论则强调通过技

术赋能构建家校教育共同体。既有研究表明，科学设计的

课后作业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与体质健康水

平 [3]，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框架构建，对技术驱动下的

实践路径与效果验证仍需深化。

1.2 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图景

人工智能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推动教育向个性化、

精准化方向发展。在能力培养层面，数据科学素养与计算

思维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素养 [4]；在教学方式变革中，国内

外研究分别聚焦智能化设备的个性化应用与人机协作模式；

在评价体系创新方面，多模态数据评价模型与情感领域评

价受到广泛关注，为课后作业的多元评价提供了新思路。

1.3 课后作业场景的技术赋能现状

人工智能在课后作业场景的应用呈现阶段性特征：设

计阶段，基于学生认知水平与学习特征的个性化作业生成

技术逐步成熟 [5]；实施阶段，AI 学伴系统通过人机对话引

导学生自主思考 [6]；评价阶段，智能化批改与多维度分析工

具提升了作业反馈效率。结合 “双减” 政策要求，以生活

情境为载体的项目式作业设计成为趋势，有效促进知识迁

移与实践能力培养 [7]。

2. 人工智能驱动课后作业的创新模式构建

本研究从作业设计、智能角色、作业评价三个维度，

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课后作业的设计范式。作业设计环

节，教师先明确作业目标，规划知识型或实践性作业；人

工智能通过学业数据自动分析，精准诊断学生知识点掌握

状态，辅助教师动态优化作业目标。目标确定后，在作业

内容与形式设计中，需明确覆盖的知识点，人工智能依据

教师划定的知识范围生成个性化作业，并结合学情智能调

节难度。人工智能在课后作业中的角色，进一步细化作业

形式，如探究性、项目式等类型。作业实施维度，人工智

能化身智能学伴，通过深度人机对话提供阶梯式思考引导，

助力学生在完成作业过程中实现主动思维建构。作业完成

后，基于教师预设的评价标准，人工智能执行自动化批阅

与多维度反馈，将作业结果实时同步至教师端。在课后作

业生态中，人工智能在设计阶段可实时同步并解析学校的

作业目标与内容；实施阶段以智能协同者身份深度参与，

通过算法模型监测人机交互过程，动态调控对话频率与内

容复杂度，避免学生产生技术依赖；评价阶段依托数据可

视化技术，为教师生成多维度学情分析报告，构建立体化

的学生学习水平认知体系。

2.1 个性化作业设计体系

2.1.1 学情数据导向分层作业生成

作业设计需契合课程标准与教学实际，以知识巩固、

思维强化、应用反思为核心目标。人工智能赋能下的作业

设计，首要在于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一方面依据知识掌握

程度实施分层作业设计，另一方面结合作业压力阈值配置

差异化题量。其次，需贴合学龄特征与认知发展规律，衔

接课堂教学架构，设计基础性与提升性作业，前者夯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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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根基，后者聚焦能力培养与思维进阶。两类作业在设计

中不可或缺，其比例应基于学生认知水平进行个性化配比。

在技术赋能环节，通过搭建智能学情分析平台，实时采集

多维度学习数据，依据教师教学进度自动生成适配不同层

次学生的习题集。同时，借助动态监测模型追踪学业表现，

基于实时数据反馈智能优化作业内容与难度梯度，为学生

个性化发展提供精准支持。

2.1.2 多元形态作业范式创新

在人工智能深度重塑教育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学生培

养目标已从单一的知识积累向多元综合素养培育发生根本

性转变，这对作业设计范式提出了全新要求 —— 作业体系

不能再局限于碎片化的知识巩固层面，而需将重心转向综

合性、项目化作业的创新构建，尤其要通过实践性作业推

动传统单边教育模式向多方协同的共同教育模式转型，以

此充分发挥实践性作业在提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实践操

作技能与创新思维等方面的深层价值。在此进程中，人工

智能技术为实践性作业设计提供了智能化解决方案：教师

可先明确具体的素养培养目标与学科知识范围，依托系统

内置的学科知识图谱，自动生成包含情境化问题解决、跨

学科项目探究、真实场景模拟操作等多元形式的智能化作

业场景，显著强化学生与作业内容的互动深度；在交互过

程中，系统通过捕捉学生的思维轨迹、操作记录及问题解决

策略，能够精准分析其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与知识迁移应

用能力，为个性化教育指导提供数据驱动支撑。这种将技术

赋能与教育目标深度融合的作业设计模式，正推动课后作

业从单向知识传递载体向多维素养发展工具的根本性转变，

让作业真正成为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实践场域。

2.2 构建人工智能在课后作业场景中的角色

2.2.1 作业过程的智能陪伴与思维引导

在 学 生 课 后 作 业 完 成 过 程 中， 人 工 智 能 首 先 承 担 

“陪伴者” 与 “引导者” 的主动辅助角色。作为陪伴者

（Companion），针对需要课后共创的综合实践类作业，人

工智能可全程参与作业过程，通过模拟协作场景、提供实

时素材支持等方式，辅助学生完成调研、设计、创作等任务。

作为引导者（Guide），人工智能聚焦于思维能力培养，当

学生在作业实践中遇到困惑时，人工智能并非直接提供答

案，而是通过 “问题拆解法” 将复杂问题转化为阶梯式小

问题，引导学生逐层推导。

1.1.2 作业生态的智能监督与数据记录

人工智能的另外两类角色，监督者（Supervisor）与记

录者（Recorder），则侧重于构建健康的作业生态与个性化

支持体系。针对工作繁忙、难以全程参与作业共创的家长，

人工智能作为监督者可通过对话规则设定，在引导学生思

考与创作的同时，避免过度沉浸导致的时间失控问题。作

为记录者（Recorder），人工智能通过精准捕捉作业过程中

的关键数据（如思考卡顿点、任务耗时、错误类型等），

形成可视化的学习行为报告。同时，人工智能可基于记录

数据动态调整作业策略，如为效率较低的学生拆分任务节

点、提供分阶提示，或为能力较强的学生推送拓展性资源，

实现 “作业难度自适应” 与 “时间管理智能化”。这些数

据记录不仅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更推动课后作业从 “统

一任务” 向 “精准培养” 转型。

2.3 数据驱动的智能评价体系

2.3.1 自动化批改与深度诊断

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智能作业批改系

统渐趋成熟，使作业的自动化批改与智能化分析成为现实。

相较于传统人工批阅，人工智能赋能的自动化批改不仅能

降低批阅错误、提升作业评价的客观性，还能突破教师精

力限制，传统批改多仅圈出错题，难以针对学生个体进行

错误成因的深层分析，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系统可对

学生作业开展个性化诊断，归纳知识盲区并推送针对性指

导建议，助力修正学科认知偏差。从课后作业场景看，人

工智能通过即时反馈作业结果、总结学生知识网络结构，

快速让学生明确在具体章节的认知缺陷，进而依据系统建

议实施干预辅导，深化了家校连接的深度；从实践性作业

评价来看，其打破了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评价模式，赋能

同伴评价、家长评价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强化评价数据

的多样性进一步提升了评价的客观性。

2.3.2 数据驱动的作业优化

作业数据智能化分析是人工智能赋能作业评价的核心

要素之一。首先，人工智能可以追踪学生的作业行为，包

括作业时长、作业错误率等；其次，人工智能可以联通学

生以往的学习情况，构建学生的知识图谱，深层分析学生

的错题原因，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再次，人工智能可以解

读作业的内容，分析学生在哪些步骤上存在错误，或者基

于视频分析技术分析学生作品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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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认知误区所在的范围。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下一次

的作业设计重新定位学生的知识水平，实现作业与学生最

近发展区的精准适配。

3.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学课后作业创新模式，

通过学情数据分析驱动的个性化作业设计、师生，人机协

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多维度智能评价体系的有机融合，为 "

双减 " 政策下作业体系的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

径。其中，人工智能基于学生认知画像生成差异化作业方案，

教师通过人机协作平台动态调整任务难度，大数据技术实

现作业过程性数据的全轨迹记录，形成 " 精准设计 - 智能

实施 - 科学评价 " 的闭环生态。

面向未来教育发展，本研究提出可在以下领域深化探

索：一是开发具备情感计算能力的智能交互系统，通过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学生作业过程中的情绪状态，结合认

知诊断结果提供兼具个性化与人文关怀的实时反馈，将作

业场景转化为情感赋能的教育空间；二是构建跨学科项目

式作业设计平台，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整合多学科核心概念，

生成基于真实生活情境的探究性任务，引导学生在解决复

杂问题过程中发展系统思维与创新能力；三是探索人工智

能驱动的作业生态重构，通过教育大数据分析优化区域作

业资源配置，建立家校社协同的智能作业管理系统，在保

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学习成果的多维度可视化呈现。

这些探索将推动课后作业从知识巩固工具向素养发展载体

的范式转型，为基础教育阶段的育人方式变革提供技术赋

能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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