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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部对教育信息化2.0的提出，使得教育技术行业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人工智能随之迅速发展，人工智能英文名为Arti-

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大约60年的发展和创新完成

了人工智能技术从零到走进生产生活，走进教育的伟大事业。

《现代教育技术》杂志创刊于1991 年，为中国教育技术协

会会刊，也是教育技术专业领域核心期刊之一。《现代教育技

术》设有多项栏目，主要报道国际教育技术最新动态、教育信

息化 2. 0 实践研究、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智慧校园及其建设、

信息技术教学研究、信息技术助力教育公平、学习科学与技

术、在线教育与混合式教学、融合现实技术及应用等内容。

1　人工智能简介

1.1概念

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

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一是能够表现

出与人类智慧及行为类似的计算机系统，其次是在真实环境下能

够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以达到目标的系统。

1.2发展历程

①萌芽时期

1912年人工智能开始慢慢出现萌芽，直至1956年人工智能正

式诞生，在这段时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启蒙阶段。随着计算机的

不断发展，人们对计算机的使用不满足于仅仅帮助计算的功能，

而是希望完成更高端的操作和功能，随之先驱者的不断创新和努

力，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慢慢出现并且逐步发展。

②诞生期（1956—1969年）

1956年人工智能的正式诞生是基于人类对具有能代替人脑进

行高质量、高效率运算的机器的需求，计算机技术随之应运而生。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计算机也慢慢被赋予了机器思维，

慢慢能够实现搜索式推理技术和机器人聊天等功能。

③衰减期（1967—70年代中期）

1969年国际AI会议的召开标志了人工智能取得了世界的认

可和关注，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着力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但

是受限于经济环境和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人工智能面临了巨大

的压力和难以破解的难题，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后人奠定了发

展基础和丰富的经验。

④重生期（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

⑤平稳发展期（九十年代至今）

到九十年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进步，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伴

随着深度学习、大数据、教育神经科学等理论和技术飞速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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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和社会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当人工智能技术走进教育事业，在教育事
业中的作用也逐步展现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进教育领域并崭露头角，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篇论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以《现代教育技术》杂志为
文献来源，以人工智能和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采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了2015至2020年六年间发表的高被引论文。通
过对被选的高被引论文的年度发文数量、高频率关键词、论文下载数量、论文被引数量、论文独著或合著研究以及作者省份分布等
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总结出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被引论文；文献分析法；教育

工智能迎来新的高潮。5G时代的到来更是推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和其在教育行业的应用。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文献分析法是通过

对收集到的某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从而针对研究对象进行

分析，明确内在关系并引出自己观点的分析方法。

基于中国知网中收录的《现代教育技术》杂志作为本研究

的样本来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中国知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

字图书馆技术，成为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

书馆"。《现代教育技术》杂志是国内教育技术领域的核心期刊

之一。故检索该期刊自2015年至2020年间所发表的教育技术类

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样本。

2.2研究过程

本研究以目前国内最大的中文学术期刊库中国知网（CNKI）

为主要数据来源，以“人工智能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

间为2015年1月1日年至2020年12月31日，即近六年的期刊发

文数量进行检索并加以筛选研究。检索到文献64篇文献，最后获

得有效文献54篇。本研究将这54篇论文的题录信息从 CNKI 中

导出并以自定义格式（包含来源库、题名、关键词、摘要、作者、

单位、文献来源、年等信息）保存相关信息，用于随后使用相关

研究工具进行分析。本研究主要使用Excel研究工具进行分析。

2.2.1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通过对2015年至2020年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梳理，如下数

据所示，2015年和2016年均没有人工智能教育相关的文献发表，

2017年发表文献数量仅为3篇，2018年可以说是人工智能在教育

中研究的转折点，从2017年3篇，到2018年上升为12篇,2019年

高达25篇，几乎成倍数的增长趋势，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的发

表文献数量为14篇，虽然有下降趋势，但是对比2018年依然多出

2篇，这说明了人工智能教育已经逐步得到重视，具有很多大的发

展潜力，并且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2.2.2高频关键词分析

本文从统计分析的54篇论文中总结提取出关键词共165个，

本研究选取词频较大的五个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反应人工智

能在教育中的前沿热点问题，高频关键词的具体情况为人工智能

（频数：4 9 ，频率：2 6 . 6 9 % ）、人工智能教育（频数：3 4 ，

频率： 20.60%）、教师教育（频数：19，频率：11.51%）、

信息技术（频数：12，频率：7.27%）、教育改革与发展（频数：9，

频率：5.45%）、



24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高频率关键词可以很反映出某一领域的关注热点，可以从

高频率关键词得到有该领域的发展脉络、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等

信息。根据五个研究高频词汇，我们可以得出当前的人工智能在

教育中的应用热点基本是在于人工智能教学、教师的培训、教学

模式的改革和适应人工智能教学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上，而开展人

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首先是基于信息技术课程。除这五个高

频词外，教育政策、教学应用、智慧教育和深度学习同样有很高

的出现频率，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与教育息息相关。

2.2.3历年期刊论文下载量与被引量分析

（1 ）研究结果

2017 年是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走进人们视线的一年，期刊论

文有了被引和下载数量，被引数为151，下载数量为7458。经

过一年的发展，直至2018 年，被引数量提升至300，下载数量

为27173，同比2017 年提升很多，2019 年的期刊文献明显又有

了很大的提升，论文被引数量为227，下载数量为40656，直

至2020 年，人工智能教育依然被很多人关注和研究。

（2 ）研究结果分析

在《现代教育技术》杂志中，近六年关于人工智能教育的

论文的被引数和下载数如图3所示。结合图2和期刊年度文献分

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7 年是人工智能教育开始被人们关注

的一年，2018 年高速发展，得到广大相关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杂志显示，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发展具

有很大的提升，无论是论文被引或者下载数量来看，人工智能

教育都是即将飞速发展的方向。

2.2.4 独著、合著作者文章百分比

从高下载论文作者署名情况进行分析，在54 篇论文中具有

44篇是多人合作完成的，占总体的81.48%，其余10篇是独著论

文，占总体的18.52%。以此说明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方

向合著论文是主要形式，不同科研机构间合著论文已经是科学研

究的发展趋势，同时侧面表现出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发展程

度还不够成熟。

2.2.5第一作者省份分布情况

笔者对下载数量较多的30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在省份进行统

计分析，统计结果为浙江 2 篇、天津 4 篇、上海 4 篇、山西 1

篇、山东 1 篇、南京 1 篇、江西 1 篇、江苏 2 篇、吉林 1 篇、

湖北 1 篇、河南 2 篇、北京 3 篇、安徽 7 篇。

（1 ）研究结果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现代教育技术》杂志在 2 0 1 5 年到

2020 年之间，30 篇高下载数量的论文主要由安徽、天津、上

海和北京地区的作者所编著，其次是来自河南、江苏和浙江的

作者所编著。

（2 ）研究结果分析

在30 篇高被引、高下载数量的论文中，具有7篇是安徽的

作者进行编著，占很大比例，经过详细分析统计分析后发现，

在7篇期刊论文中有6篇是来自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

篇来自安徽师范学院。其次是天津、上海和北京地区，这些地

区具有高度的现代化产业，科技发展较为发达，同时有多所相

关名校的支持发展。

3　总结与启示

人工智能大发展最初是起源于现实生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教育改革、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增强，促使如今互联

网+ 教育的大力发展，很多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尤为快速，成为热点话题。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

不同以往的传统教学形式，人工智能教育适应于新型教学方式，

两种教学方式相互融合作用于教学，着力于培养全面性人才的发

展而备受关注。

3.1 研究现状总结：

从被选文献的关键词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国内现在研究

的主要方向是探讨本土化的新课程标准规划、教育教学模式的改

革和发展、教师教育、考虑学习风格、教学设计原则的重要性等。

从作者关系看，所选期刊论文具有80% 为合著论文，而合

著的人员都是从事教育行业或者企业行业，跨领域的合著作品并

不多，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需要教育行业和相关技术的相互配合，

这就需要教育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和相互合作。发展人工智能

教育，掌握前沿核心技术的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接触交融是必

不可少的，针对围绕教育领域的实践难题，利用教育和技术手段

开展生产、学习、科学研究和实际运用相结合的，深度的“校企

合作”。

3.2 存在问题与建议：

人工智能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很多理论与实践方面不够成

熟，研究主题分散，规划反思研究主题相对较多，不能够落实

到实际发展中，在深度上有一定的缺陷，建议国家和教育主管

部门能出台专项的研究规划，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能

向深层次推进。

4　结语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现代教育技术》杂志近六年关于人工

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文献发表状况，本研究的研究数据较少，

但是同样得到一定启示，可以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人工智

能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向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相

关研究文献和成果也在随时更新和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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