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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2010--2022年十三年中国教育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
发展研究综述 

尚琳琳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8）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为我国教育领域带来了变革，教育技术也顺应时代，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本次研究针对

2010-2022 年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论文，以 CNKI 数据库为研究对象，论文选自教育技术专业的主要期刊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以关键词为网络节点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并对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通过研究发现，近些年人工智能

在教育应用方面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增长；相关研究一直紧跟人工智能发展的路线，美中不足的是对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较少，最后

通过数据进行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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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目前活跃于各个领域，其中人工智的应用与教育技术

也密接相连。前期，课件成为教育技术的主要工具, CAI 教学模式盛

行；中期，开始流行基于规则的专家 AI 系统进行一对一培训，有

交互性的智能导学；目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基于网络的社会化

学习开始初具规模[1];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教育技

术变得更加智能化。 

2、研究目的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目前与多种技术已经产生有效

结合，每年有关教育的人工智能话题不断增加，教育技术对人工智

能的关注度每年递增，在教育技术领域的热点话题也在不断更新与

迭代。为了理清近十余年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脉络，明

晰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教育技术界近十三年与人

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结合分析数据对人工智能教育的

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反思。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因子较高的八个国内期

刊，针对这些期刊中的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以及研究的前沿几个方

面。研究借助软件 CiteSpace，绘制了知识图谱，并通过内容分析法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对我国教育技术界对人工智能方面的研

究进行了分析总结。 

1、研究材料 

本文以《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

《开放教育研究》、《现代远距离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远

程教育杂志》和《现代教育技术》八个在教育技术领域有影响的期

刊作为研究材料，选定文献发表时间为 2010 年 1 月～2022 年 6 月，

共获得文献 484 篇，剔除无作者、无关键词、会议报告等无效数据，

得到有效文献数量共 465 篇。通过对这几个期刊中有关人工智能在

教育技术界的论文分析，可以获得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应用趋向的重

要信息。 

2、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 运用突发性词汇探究分析、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研究热点变迁的时间线等词频分析法对文献

数据进行定量研究, 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定性分析[2]。首先将

所筛选的文献数据经过 CiteSpace 自带的数据格式转换器进行预处

理，再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到 CiteSpace。软件设置参数如下，时间

段选择 2010 年至 2022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

词（Keyword）”[3]。通过软件生成相关图谱，并根据生成的图谱进行

数据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历史发展 

（1）发表论文的时序分析 

通过对研究论文的时间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教育技术

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和研究，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八个期

刊从 2017 年开始与该研究相关研究的论文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持续

性增长趋势，表明了教育技术研究界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方面的关

注程度明显提高。 

（2）相关研究属性分类统计 

与该研究相关的论文属性，笔者主要将其归为理论、技术阐述

性研究和教学应用实践研究两类，而将报道、常识、知识性表述归

为其它类。 

根据对文章分类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

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开放教育研究》和《现代教育技术》

这五个期刊在这八个期刊中发表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文献占大部

分。在教育技术研究界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相关研究中，有关应

用的理论和人工智能技术阐述性的研究占了较大比例，而技术应用

或者开发智能系统的相关研究，相对于前者来说较少，况且，即使

是涉及到成型系统，也仅仅是给出了其理论框架，真正开发出实用

系统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事实说明，在教育技术研究界，研究者

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的理论研究的层面。 

从研究属性统计结果也表明，相对教育技术研究界来说，人工

智能研究者所进行的实践应用研究占有较高的比例，说明其在技术

应用和拓展方面具有相当的潜力和积淀。 

2、可视化分析呈现与讨论 

（1）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内容的高度提炼，当同一关键词出现在多篇文

献中时，那这些文献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

关性。通过观察软件生成的 2010-2022 年关键词频次表可以发现，

频次最高的 15 个关键词依次为人工智能、智能教育、大数据、智

慧教育、人机协同、学习分析、深度学习、教育应用、机器学习、

计算思维、人才培养、在线学习、信息技术、职业教育、未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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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 2.0 等关注热点的演进，人工智能领域在教育技

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和变化，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关

于人工智能的热点研究也会随着改变，这里根据软件得出的

2010-2022 年近 13 年的关键词区域方式呈现的可视化图谱，根据图

谱可以得出各研究阶段的热点主题词有些许变化，2015-2022 年人

工智能相关的关键词显著增加。根据数据的节点大小进一步发现，

研究初期文章都集中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论文当面，随着理论研究的

进行，出现了大数据、智慧教育、深度学习等主题的探究；接着在

教育领域中对技术的普遍重视，学习分析、学习环境、人机交互得

到了拓展和提升，在研究思路上关注了人机共生、信息素养、脑科

学等方面的研究。 

（2）突现主题词图谱的呈现与讨论 

利用 Cite Space，选择突现主题词功能，得出 2010-2022 年人工

智能在教育技术界的突现主题词的图表。通过图 1 可以看出该时段

的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前 9）:虚拟现实、学习分析、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机器人、知识图谱、高等教育、未来教育、职业教育等。 

 
图 1  突现主题词图谱分析（前 9） 

“虚拟现实”自 2012 年成为研究的热点来，一直持续到 2017

年。虚拟现实已经发展为 4I 特征，即沉浸感、交互性、构想性和智

能化[4]，有利于网络教学系统中缩小师生间的交互影响距离[5]。随后

2013-2017 年，智能导师系统、个性化学习、学习分析这些主题词

陆续的出现，为教育技术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

2017 年和 2018 年，以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为主题的人工智能教育

成为热点，自 2020 年至今，突现主题词又新增了高等教育、未来

教育、教育信息 2.0、智慧学习、知识图谱和脑科学等，可见教育

技术界对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研究方向开始趋于实践应用研究。 

（3）研究热点变迁的可视化呈现与讨论 

本节探究 2010-2022 年教育技术领域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热点

的变迁及演进趋势,利用软件生成研究热点分布图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从时间线图谱来看，2010-2016 年期刊上对于发表的关于人

工智能的话题较少，提到了有关智能导师系统、MOOC、个性化学

习等研究热点。2016 年至今，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迅速

增加，随着人机共生、智能+校园、区块链、脑科学等各类研究热

点话题的出现，想必教育领域也会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改革。由此可

知，自 2016 年开始一直到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界对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究产生了高度的重视与发展，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从教育本质

到责任伦理，从人机协同到人机矛盾，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在研究人

工智能教育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反思思考。 

 
图 2 研究热点变迁的时间线图谱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 CiteSpace 对关键节点、突现词的可视化温馨啊分析，

可以看出：当前，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热点包括智能教育、创客教

育、深度学习、 虚拟现实、计算思维、人才培养、大数据等。自

2020 年起，人工智能在教育技术界开始将重心偏向于高等教育、未

来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过几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探究又找到了新的

发展思路，针对未来教育、职业教育更具有研究价值，可实施性高。

虽然研究热点都紧跟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从技术层面上看，教学

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参与较少，有关人机协同的实践研究有待加

强。 

虽然人工智能教育在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命题比较多样，但是

可以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有关人工智能这方面论文数量

在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教育技术研究者已经开始广泛关注人工

智能这一领域，但是，研究方法上还与技术发展不同步，深层次的

应用研究还有待加强，特别是能够将技术最新成果应用于实际教学

活动中去而促进应用水平发展的研究还是太少。 

五、结语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本次的研究基于人

工智能在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八个主要期刊中近 13 年的文献研究，

并对这次的研究进行总结。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本研究所选择的文献是人工筛选得出的，所以会存在一定

的主观性，所以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有着一定局限。 

2、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软件，在使用软件的过程

中也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例如关于节点与节点之间过于紧凑，影响

了可视化的效果等。 

综上所述，在未来研究中，将重心放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我

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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