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2)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向着普及化阶段冒进，当今

群众的关注点也逐渐向着教育质量方向转移。教育关乎

着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当前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

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角力的着力点。

通过智能化技术赋能高校教学管理，让高校教学管理智

能化，势必会成为未来教学管理的新模式 [1]。

一、高校管理智能化建设的必要性

通过将智能化应用于教育管理之中，能实现对高校

学生教学的个性化建设，对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具有积

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政策层面中，最近教育部为此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与教育

相结合做出了顶层部署。为实现促进人工智能与其它领

域的融合，教育将作为整体发展的助推器。在此背景下，

“人工智能＋教育”必将成为社会各方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现实因素中，随着技术的变革，如今人工智能正

在陆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

下，“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早已开始探索。在

2019 年末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中，各高校陆续开启

“停课不停学”教学模式，在线教育一度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话题。线上课程的大规模实施在疫情期间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为未来高校教育工作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

思路。在此形势下，教育管理的新“样态”正在逐渐推

动者教育管理方式的革新，教育管理智能化发展正是在

如今现实环境中需求所在。

在当前的教育理念中，实现对学生个性化的是必然

的趋向，并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已经逐渐成为教育评价

中的核心指标。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较为单一，已经难

以适应如今多元化的教育管理需求，难以实现对学生个

性化的培养。智能化技术与教育管理相结合，为教育管

理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当前的人工智能领域

当中，知识表示方法、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智能代理等技

术已经趋于成熟，足以支撑对新知识的生成、管理、传

播以及解决知识陈旧问题，通过“人工智能 + 教育”的

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结合学生的性

格特点，为学生制定合适的教学策略，这对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智能化时代高校教学管理面临的问题

在目前的智能辅助教学应用现状来看，该项技术虽

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旧处于初级阶段的应用。

其主要表现在教育起点定位模糊、教学应用管理指向不

明、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缓慢等问题。

1. 智能教学管理定位模糊

计算机辅助教学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推进，倡导将信

息技术引入到课堂中。在此之中多媒体、投影仪等设备

率先被引入到课堂中，这些设备的投入使用，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教育质量的发展提升。通过音视频等方式，

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为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便利。

在教育与智能化技术相融合中，首先要重视的是教育的

价值，其次才是对技术的应用。在当前的智能教辅系统

发展中，存在技术问题过于严重的现象，在整个研发中

过于强调技术研发及应用，而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教育的功能价值，导致整个教育管理重点错位，教学

中缺乏反思实践等问题。在实践应用中，教学人员对人

工智能的了解程度有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

层叠的效果。除此之外，当前教育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过渡吹捧，也对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了人工智能

使用存在盲目的现象 [2]。

2. 智能教学管理指向不明

在高校教育管理中涵盖诸多内容，涉及到的数据量

较为庞大，并且变动较多，数据整体呈现动态变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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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保障教育工作的准确性、实时性以及严谨性十分重

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管理当中的相关研究中，

对教学质量以及评价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此方面的

开发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教学科目的更新迭代中。作为一

个新兴技术，人工智能自身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人

工智能结合教育管理的过程中，相关研究人员在多个领

域中进行尝试，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研究领域出

现重叠等情况，并且存在一定的过渡集中化现象。；例

如在当前的个性化能力培养中，人工智能过度聚焦于个

性化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共性的缺失。究其本

质，这是由于人工智能与教育相结合的时间较短，相关

标准以及指向不明确造成的，进而导致人工智能与教育

的结合出现一定的冗杂。面对日益复杂的学生信息，传

统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这是影响高校教务工作效率的

主要因素之一。大数据技术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但

在当前的推进中，依旧效果不理想。各项技术落地迟缓，

并且应用层次较低，这是导致高校教学教务工作展开效

率低的重要因素。

三、智能化时代高校教学管理的新常态

1. 智能教务系统辅助教学管理

在智能化时代中，高校的教学管理应该严格落实

“一个中心，三大主体”的要求。智能化建设中，坚持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通过科学技术为辅导，避免教学根

本性工作出现错位，落实对学生的全面培养。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避免对智能技

术的盲目依赖，通过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强化自身

对技术的应用水平。同时教学管理人员要加强信息平台

的建设管理，更好的搜集处理教育意见，高质量完成教

辅工作 [3]。

2. 数据治理辅助处理冗杂数据

随着教学工作的推进，在此环节中会产生大量的数

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挖掘分析，进

而实现可视化表征，这是当前教育数据处理中亟须解决

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是非线性的，因此在

教育管理系统模型中，要具备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当

前教育系统中大量的冗杂数据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数据搜

集标准不明确造成的。在信息搜集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

的无效信息，因此造成了系统冗杂。在当前的改革中，

首先要对数据收集理论进行完善，强化对数据收集与储

存的管理力度，让数据表征变得更阿基清晰。在相关数

据录入当中，通过伴随式收集以及集成化管理等方式，

解决数据重复录入的问题，建立各主体之间信息沟通网

络，这是实现教务管理数据治理的有效途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教育管理发展中，通过智能教

育管理平台对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结合大数据技

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以及

教务人员的信息管理等进行服务，这是如今智能化时代

发展的主要趋势。通过智能教育管理平台，能有效的解

决传统教育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打破传统管理中的

局限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率。在如今的

时代背景下，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势在必行。通过智

能终端设备，为高校构建更加便捷的教学管理模式，为

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为教师提供更加多元

化的教学方法，这是智能教育管理平台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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