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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个性化教育研究 

彭璐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其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我们固有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革新了传统的教育理念，使传统教

育更具多元化、个性化。 对个人的独特性报以尊重，对个人的潜能进行发掘和激发，使学生的人格独立而独具个性，生活

充满阳光和自由，和谐成长和发展是传统个性化教育的目标，结合了人工智能传统个性化教育，在这个新时代下更具有研

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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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时代

1.人工智能的提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最早由美国达特

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于 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新

学科从此开设起来。自从人类世界象棋冠军被一个名叫“深

蓝”的电脑打败，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

的高度。

人工智能从提出到现在，发展了近五十年，进步神速，

成为科学的前沿，该学科是交叉学科，涉及广泛。人们之所

以如此费尽心力，是希望计算机有一天具有和人类相当的智

慧。这样的机器要制造出来，必须得清楚“思考”究竟是怎

么回事，智慧到底是什么？怎样的机器才算是具有了人类的

智慧？

人类最早制造出的，可以模拟人类部分思维的工具就

是计算机。从此打开了科学家探索人类智慧之门。当下，众

多的科学工作者向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进发。这门学科受到

了全世界所有大学计算机系的关注和重视，纷纷展开深入研

究。同时，该学科也成为一门必修课程，计算机系的学生都

会接触。无数科学家持续不断、不畏失败地前行，我们能看

到智能化逐步在计算机上实现。很多曾经只有人类才能做的

工作由计算机代劳。计算机以其运行速度快且精准的优势，

在许多地方胜任着人类无法胜任的工作。计算机科学领域，

人工智能一直走在最前。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衍生出了计

算机编程语言及软件。

2.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这门新科学主要是研究、模拟、延伸和扩展

人的智能理论及相关方法与应用技术，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的

智能，最终使之能像人一样思考、学习和认知，并能够有效

地处理过去由人才能处理的问题 [1]（蔡自兴，2016）。人工

智能是一门边沿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

三向交叉学科。它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人工

智能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以及专家系统等，其实质是一种自动感知、学习思考

并作出判断的程序。

从 40亿年前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到今天，生命的进化遵

循着自然进化最基本的规律，所有生命形态在有机领域都发

生了变化。但现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进入智能制造和设计的无机领域。人工智能仍处于非常早期

的阶段。人类将非常善于利用新技术改造自己。人类的进化

将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加速进化。 阿

尔文·托夫勒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百年内就会达到顶峰，之

后会进入下一个时代。因此，人工智能的时代性的探索至关

重要。

二、个性化教育

1.个性

个性亦称“人格”。指个人的精神面貌或心理面貌。

 该词最初指代一种剧中角色的“面具”，后来将人物或角色

的心理特征或思想作为其引申意义。慢慢的演变为人格的意

思“人格”在心理学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所说的人

格为广义的人格，是个体所特有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综合。

人格的狭义理解则彰显了个体相对群体共性的独特性，是区

别于共性的心理特征 ，这些特征与意识倾向关联，甚至有时

将性格或行为理解为狭义人格。

人格可以定义为个人思想、情感、价值观、信仰、感

知、行为和态度的总和，这些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环境。

它是不断演变和变化的，是人们从出生起所经历的一切的总

和。 每一个个体的人格都具有独特性，与其它个体独立开来，

同时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心理特征体现为

稳定、带有倾向，是本质属性。 

2.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可咨询、需执行管理，

与社会及未来发展相符，能激发受教育对象潜能、发掘其价

值，同时能满足其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教育方式。 个性化教育

是具有针对性、量身打造的教育方式和培训方法，它是经过

专业组织充分调查研究和分析评估的结果。学习管理和知识

管理技术以及整合有效的教育资源，行业人员可以从各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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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习潜能开发，素养教育，学术教育，经验教育，职业教育，

创业精神教育和精神教育开展咨询，教育和培训。

 当下，世界教育越来越强调个性原则，这也是发展

的大趋势。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末阿德莱德宣言强调了

二十一世纪个性化学习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如终身学

习、信息等技术在学校的运用是国家教育的目标之一。 《澳

大利亚学校的未来（澳大利亚联邦委员会 2007）[2]》 强调了

未来的教育在教学上应注重质量，学习应尊重个性化，应加

强学校和社区合作，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定制个性化服务”

的概念产生于同一时期的英国，并在 2004年将这种理念在

教育上推行。我国个性化教育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充分

体现，纲要指出，应针对学生的个性，使其受到适合的教育。

 个性化教育摒除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和不足，更顺应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相吻合，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更

趋于个性化。主要体现在，教育评价方式方法会随着教育质

量观的不同而不同，评价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其根本实质

在于判断价值以实现评价的目的 [3 ] 传统的教育更趋向于群

体教育而不是个人，但个性化教育则相反，它更注重培养个

人的核心素养和促进其身心的全方位发展。所以，教育评价

标准不同于传统千篇一律的方式，而是更注重个性的发展，

培养的人才独具特色； 培养受教育者在竞争力上的独特性是

个性化教育的重点，为了使个体具有这样的竞争力，使其身

心健康成长，塑造其内在，对其进行有区别、针对性、系统

化的教育。 另外，个性化教育在价值评价上也会与传统价值

观有所不同，学历、收入和职位等物质化或功利性标准将由

此改变，而更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优秀的品格和能

力的形成，这些品质能促进个人的终身发展，对于社会的进

步有推动作用。

三、人工智能时代和个性化教育

 1.个性化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可或缺

 现今为止，对人类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莫过于人工智

能，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渗透，将使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这种变化需要教育者对人工智能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不能

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优越性，反而会受其限制。 

在智能化教育的背景下，教育目的不断发生变革，学

习环境和方式也在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教学在整个教育过

程中既是重点，更是核心所在，其变革是必然的。教学结构

是教学中比较稳定的模式，它对教学活动起着规划作用，其

形成是建立在教育思想以及学习、教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它

展现了教师、学生以及教学内容、媒体之间的关联性 [4]（何

克抗，2004）。 课堂教育在融入了人工智能之后，使得师生

关系，学习资源、方式以及教学活动随着教学生态环境的改

变而改变。

 2.人工智能时代和个性化教育的关联与转变

(1)发展理念走向协同化 

 教育发展观应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人工智能时代下

的教育发展观的革新并不是将传统教学摈弃，也不是不再遵

循教育本质。而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教育本质，不

受技术限制。这是一种协同教育理念。理念有两层含义： 第

一，教育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将人工智

能技术凌驾于教育之上，是过去教育发展理论的特点，过去

教育靠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来被动变革，使得育人的本质发

生偏离，在新的教育发展观下，应将 教育本质放在首位。第二，

 人机协同开发。人工智能学习不同于科学学习，前者对新知

识的学习要在教师的帮助、指导和协调下进行，而后者新知

识的构建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加以理解和自主创新而来，新

知识对于前者而言是无法理解的，而对于后者则相反 。[5]

(2)教学模式走向智能化 

 智能是人工智能的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其与教育的深

度结合使教学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智能化在教育领

域得以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人才是工业社会所大量需求

的。其社会生产力决定了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

师是教学的主导，培养的人才受到教育资源、教学地点和时

间的诸多局限而具有“千人一面”的特点，难以彰显个性化，

这种教学模式因人工智能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尤其是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以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智能化教

学平台的创建，使教学愈加智能化，并呈现出通用化趋势。

例如翻转课堂的应用，电子白板环境下交互式课件的设计，

图形化微课的制作，探究式学习网站的使用，都极大丰富了

教学资源，使教学方法更加多样化，教育服务更加精准。 

(3)学习模式走向个性化 

 将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层次结合起来是个性化学习的形

式中最为重要的 [6]。 为了使学习者的能力最大化调动起来，

全方位、自由而协调发展，从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出发，在学

习内容、方法和途径上给予恰当的、针对性指导，这就是个

性化学习。翻转式课堂就是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只注重过程

不注重结果的弊端，注重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个性化服

务。自适应学习技术有利于个性化学习模式形成。它监控着

学习过程的诸多行为和数据，能从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出发，

对课程内容进行动态调整，自动干预教学，使学习者适应能

力提升，向更优异方向发展。在智能时代，学习者的个性化

学习可以通过对学习者行为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得出最

适合学习者的学习和教学模式，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利用

智能教育服务平台使个性化教育完美实现。科技改变课堂，

但同时也需要真正落实到课堂。

参考文献 

[1]蔡自兴 (2016a).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第 5版 )[M].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刘献君 .个性化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西北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

[3]DO Premier.The future of schooling in Australia[C]. 

Department of Premier&Cabinet,2007.



176

教育论坛 3卷 10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4]关雯文 . 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导向的大学个性化教育

研究［D］.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8.

[5]闫志明 ,唐夏夏 ,秦旋等 .教育人工智能 (EAI)的内

涵 .关键技术与应用态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

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 [J].远程

教育杂志 ,2017,(1):26-35. 

[6]牟智佳 .”人工智能 +”时代的个性化学习理论重思

与开解 [J].远程教育杂志 ,2017,(2):22-30.

作者简介：彭璐，1995年，女，河北省邯郸市，汉族，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育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