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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新进展的分析
————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的启示

陈炎楷

（南开大学　天津　300350）

【摘　要】本文首先对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进行简述引出主题。然后通过文献检索进行研究进展

综述、介绍相关研究主的要聚焦点及对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点的阐述三方面来介绍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的研

究进展。接下来本文进行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的介绍，并通过细化研究领域首先介绍人工智

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再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中教育教学的应用。最后分享了本人对心理学视

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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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new advances i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AI and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Yankai Chen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opic of AI and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I an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is introduced from three 
aspects: literature search, introduction of the main focus of relevant research and exposition of the main focus of relevant 
research. Nex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firs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nglish teaching by refining the research field,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various fields. Finally, 
I share the enlightenment of AI and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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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火热，正在渗透到各行各业，

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在人工智能还没有那么火爆的今

天之前，有学者提到智能教育，认为智能教育是根据

学习者自身的能力和水平，还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灵

活掌握信息技术的使用，并通过技术获得丰富的学习

资料，开展自助学习教育。

近些年，人工智能在教育界倍受推崇，我们普遍

认为当前教育正朝着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泛在

化的方向发展，而要想实现这些方向都要依托于智能

教育的发展。智能教育中“智能”的背后，除了需要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更是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支

撑。而在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发展进程，在

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智能教育的发展现况。

2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的研究进展

2.1 研究进展综述                                                              

本次文献检索将“知网”作为文献检索工具，以

“心理学”、“AI”、“教育”等词汇作为关键词，

检索相关文献，共检索582篇相关文献。在文献检索中，

排除与检索关键词无关的文献，得到 426 篇文献。我

在这些文献中发现，近年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更侧

重于从单个层面进行深度研究，例如研究者针对“AI”、

“教育”或“心理学”其中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在众

多文献中，研究者至少在两个层面以上进行研究的文

献约有 98 篇，占全部检索文献的 16.8%。下文本人进

行分析和研究的文献大部分从这 98 篇文献中挑选，具

体流程如图 1所示。

2.2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点

本人将 2018 年至 2022 年五年间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进行检索分析，并与“知

网”的文献检索相结合，基于量化关键词及内容分析

法甄选研究样本，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本人着重将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作为主要分析

对象，进行系统性分析，得到论文集中频次前四的关

键词，即相关研究的主要聚焦点。并对相关研究的主

要聚焦点加以阐述，它们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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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本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 1 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其侧重点或创新之处

应用 侧重点或创新之处

基于人工智能的 VR 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创新地将虚拟现实 VR 技术应用于大学英语教育，通

过实证研究展示了虚拟现实技术作为辅助大学英语教授

教学方法的优缺点，并进行了一定的总结

基于人工智能的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研究

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创新英语写作教学模式，

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写作驱动、写作促成和写作评价三个

教学环节中

人工智能辅助英语情境式教学研究

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将具体情境和英语描述关联起

来，使学生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生活中，都能够随时随地

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英语学习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行动研究

以行动研究为理论基础，针对如何提高大学生英语

口语的问题，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通过制定计划、

采取行动、观察与反思，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开展一学期

的行动研究

信息化环境下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从英语学习的听说、写作、翻译和个性化学习四个

方面，阐述了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及产生

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大

学英语教育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能导学系统、机器学习、基于游戏学习。

2.3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点的阐述

本部分将对相关研究的四个聚焦点进行阐述：自

然语言处理、智能导学系统、机器学习、基于游戏学习。

2.3.1 基于游戏学习

基于游戏学习就是利用学生对游戏的好奇心，通

过游戏的形式，使知识和信息传递的过程更加生动，

从而摆脱传统的单向教学模式，将互动元素引入教学

环节，达到更好的交流和学习效果。打造一种挑战任务，

使学生在这个新挑战中学习新的技能。这种学习方式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学习环境。在基于游戏

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进行重复学习。通过对游戏

的反复操作，从不理解过渡到掌握知识要点；同时通

过游戏，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教学者

可以快速抓住学生的学习盲区。学生们非常重视反馈，

认为反馈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等级、任务和徽章这

些游戏项目也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提高学生的满意

度。

2.3.2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LP) 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

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它研究使用自然语言实现人与计

算机之间有效通信的理论和方法，关键在于如何开发

能够有效实现自然语言通信的计算机系统。在人工智

能教学中，使用 NLP 技术，可以让学习者自由地输入

答案，然后 AI 将答案映射到系统内预先脚本选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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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中教育教学的应用及其侧重点或创新之处

应用 研究领域 侧重点或创新之处

人工智能背景下“Python 语言程序

设计”课程改革探索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探索了人工智能背景下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改革思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

等方面研究了 Python 课程的改革策略，旨在为推动

人工智能背景下 Python 程序设计改革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背景下统计学课程教学改

革探讨
统计学

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统计学教学带

来的几点重要影响，并提出了统计学教学改革的一

些策略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管理会计教学

改革的探析
会计学

分析了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创新策略

人工智能在肿瘤学教学中应用的前

景分析
肿瘤学

从人工智能在肿瘤病理学诊断、肿瘤影像学诊

断、放射肿瘤学、肿瘤外科治疗、肿瘤治疗方案决

策等五个方面的应用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在未来肿

瘤教学实践中应用的发展前景

人工智能在推拿学课程教学体系构

建中的应用探索
推拿学

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推拿学课程，提高中医学类

专业学生的推拿临床实践能力，提高推拿学的课程

教学效果，为未来推拿学的教学发展和临床实践提

供思路教学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医学遗传学实验

教学的探索
医学遗传学

将人工智能核型分析系统应用医学遗传学实验

课的教学中，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效率，提

升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人工智能在肿瘤放射治疗学临床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肿瘤放射治疗学

人工智能在肿瘤放射治疗学临床教学中的应

用，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及教

学满意度

人工智能时代高中化学个性化教学

的实现路径

化学

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高中化学个性化教学的实

现路径，并对人工智能时代高中化学个性化教学进

行了反思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流管理课程的教

学改革研究
物流管理

从物流管理课程内容本身提取人工智能元素，

探讨如何从更多角度将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网等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物流管理课程中，提升课程的趣

味性，拓展学习的知识面

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体育教学的融

合与创新
体育

结合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现状 , 探讨了当前高校

体育教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 并提出了在人工智

能技术指导下的相关解决方案 , 以确保高校体育教

学的顺利开展和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计算机通识课

程教学实践与探索
计算机

分析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计算机通识课

程的教学现状，明确了将人工智能教育与计算机通

识课程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从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方法设计、资源平台建设、考核方式等方面探

讨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通识课程有机融合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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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在游戏化学习中应用了 NLP，目标开发一种语

义匹配工具，使用户能引入开放式的文本答案，解决

大多数游戏中使用特定对话互动、限制玩家沉浸感和

认知能力的不足。

2.3.3 智能导学系统

智能导学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ITS) 是能够实现教学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适

应性地对不同的学习者传授知识提供指导。以往研究

表明，学生在一对一辅导的环境中学习效果，显著好

于课堂的环境。这种个性化学习可以在这种 AI 驱动，

并基于对话的 ITS 中进行，即人工智能带来的因材施

教。在学习中，学生表现的反应各异，投入程度各异，

情绪也不同，智能导学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何时需

要帮助以及需要怎样的帮助。

2.3.4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侧重于人工智能如何提高实证学习中特

定算法的性能。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用于揭示数据

中隐藏的模式、发现新见解并促进科学发现。基于人

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是指赋予计算机人脑在计算机原有

功能的基础上思考的能力，使计算机能够像人一样学

习和思考。人工智能下的机器学习可以应用于主要领

域，如制造、金融、科技、个性化教育、医疗商业等。

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的主要工作原理是能够从原

始数据中探索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操作

和应用。

3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3.1 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经过文献的检阅与系统性分析，本人发现，人工

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这方面研究已经有众多

成果。且每个研究均有其侧重点或创新之处，表 1 是

相关应用研究的精选总结。

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且侧重点或创新之处各有不

同。在不同应用研究中，有使用创新技术（VR技术）的，

同时不同应用研究也侧重不同方向，有针对写作教学、

情景式教学、口语教学、听说、写作、翻译和个性化

学习教学等各个英语教学方面的。

3.2 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中教育教学的应用

在细化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后，接下来本人扩大检索范围，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

各个领域中教育教学的应用，从而更好理解基于教育

学与心理学研究新进展的心理学视野中 AI 与教育研究

启示的教与学。（如表 2）

4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的启示

心理学视野中的 AI 与教育研究在 AI 和教育行业

的飞速发展中愈发重要，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使智

能教育将朝着个性化、精准化教学发展。心理学、人

工智能以及教育的结合是未来教育行业发展的大势所

趋，也是教育行业变革与更新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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