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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大学教育，使教育技术从资源数字化、信息采集数字化逐步迈向智能化，推动高

等教育进入智能化教学的新纪元。本文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大学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涵盖个性化学习路径生成、智能教学辅助、

学术研究支持以及跨语言、跨学科学习环境的构建。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智能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策略，包括智能化教育资源平台、个

性化学习支持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和数据驱动的评估体系，以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体验。生成式 AI 驱动的智能教育生态系统不仅显

著提高了教学效率，还在公平性和包容性方面提供了保障，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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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赋能作用

经历了几个显著的演变阶段。起初，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为教

学内容的广泛传播和高效共享奠定了基础；随后，教育信息采集

的数字化提升了教学过程的精准管理和个性化指导的可能性；而

现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尤其是生成式大模

型的普及应用，正引领教育教学迈向智能化的新纪元。每一次技

术的迭代升级都深刻地重塑了教育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卓

越的数据处理和内容生成能力，推动了教育智能化的飞跃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在全球高等教育中

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在课程设计、教学支持和学习评价等方面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这些大模型能够自动分析和处理学生学习数

据，提供实时反馈，并针对每个学生的需求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同时，生成式 AI 通过语言生成和知识图谱构建，辅助教师快速制

作教学内容、设计课程作业和定制化学术资源，使教师能够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创新和学生引导上，推动教育教学向更加智慧

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高等教育领域亟需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以探索智能教育教学系统的最佳实践路

径，实现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升。本文将通过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对教

育教学智能化的影响，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加高效、智能的教育

生态系统，以期为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启示。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其能力

生成式 AI 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突破，通过海量参数

和知识库实现跨领域泛化能力。以 DeepSeek 和 GPT 系列为代表，

其依托大规模训练数据和深度神经网络，具备自然语言处理、内

容创作等多任务处理功能，为高等教育智能化提供技术支持。

该技术展现出精准语义解析和多轮对话连贯性，可构建虚拟

助教系统拓展教育资源覆盖。同时，其语言生成能力支持个性化

内容定制，能根据学生水平生成适应性学习方案。多语言支持和

知识图谱扩展特性，既可突破文化壁垒，又能动态整合学术资源。

通过实时学习数据分析，模型能识别薄弱环节并推荐针对性内容，

为教学策略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我国已推出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见表 1），

在文本、图像、视频生成等方向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

表 1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大模型

模型名称 参数详情 支持的生成类型

DeepSeek-V3 具体参数未披露

文学创作、商业文案

创作、数理逻辑推算、

中文理解、多模态生

成

百度文心一言
4.0 版本，具体参数

未披露

文学创作、商业文案

创作、数理逻辑推算、

中文理解、多模态生

成

阿里通义千问
支持多种模型，具体

参数未披露

文本、图像、视频、

音频理解

讯飞星火

4.0 Turbo 版本，超过

GPT-4o，具体参数未

披露

文本、图像、视频、

音频理解

华为盘古 具体参数未披露 信息未提供

智谱清言

GLM-4，十余项指标

逼近或达到 GPT-4，

具体参数未披露

问答、翻译、文本生

成、情感分析

鹏城脑海 7B、200B 两个版本 文本
九格 信息未提供 信息未提供

悟道
1.75 万亿参数，7 个

开源模型

图文类、文本类、蛋

白质类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赋能大学教育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正推动大学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转

型，为师生提供更高效的教学支持。其核心作用涵盖个性化学习、

智能教学辅助、教育研究支持、跨学科与多语言学习环境构建，

以及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估。

1. 个性化学习路径与资源推荐

AI 可根据学生的学术背景和学习进度，实时分析其学习习惯，

推荐个性化课程资源、课后练习及学习建议。相比传统课堂，AI

提供更精准的学习支持，提高学习效率，弥补个性化教学的不足。

2. 智能教学辅助与虚拟助教

生成式 AI 可自动生成课件、试题，优化课堂活动设计，减少

教师备课时间，使其专注教学创新。同时，AI 作为虚拟助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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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互动，解答问题，提供额外辅导，提升师生互动效率。

3. 教育研究与创新支持

AI 在数据分析和科研文献整理方面表现突出，可帮助教师和

学生快速整理、分析学术文献，并生成高质量摘要和综述。同时，

AI 在学术写作、数据可视化、实验设计等方面提供支持，提升科

研效率，推动学术创新。

4. 跨学科与多语言学习环境

AI 的多语言处理能力使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共享学习资源，

消除语言障碍，促进多元化学习。同时，AI 能整合跨学科知识，

强化关联性呈现，激发学生的跨学科学习兴趣，提高知识迁移能力。

5. 实时反馈与数据驱动评估

AI 通过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实时追踪学生学习情况，生成

个性化反馈报告，四帮助教师精准指导学生。此外，AI 分析海量

教育数据，为教育管理者提供科学决策支持，优化教学质量，提

升教育评估的精准度。

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普及应用为大学教育带

来了智能化与效率的双重提升。这些模型不仅赋能了个性化学习

和智能教学，还促进了学术研究与创新，打破了传统教育的空间

和语言局限，为构建一个更包容、更具适应性的大学教育生态奠

定了坚实基础。

四、如何构建一个更加高效、智能的教育生态系统

构建高效、智能的教育生态系统需深度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

与大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打造 AI 驱动的多层次支持体系，优化教

学资源、个性化学习支持、智能管理与数据驱动评估，以提升教

育质量与学习体验。

1. 构建智能化教育资源平台

智能教育生态需整合多种学习资源（教材、视频课程、交互

式练习等），实现自动更新与个性化推送。生成式 AI 可优化学习

材料，并基于学生情况精准推荐资源，解决资源分配不均。平台

应支持多语言与跨学科知识关联，助力学生高效获取多元知识，

增强学科理解与学习兴趣。

2. 建立个性化学习支持系统

AI 可实时监测学生学习进度，识别薄弱环节，并提供定制化

学习路径和个性化辅导方案。通过动态调整学习内容与节奏，AI

提升学习效率，同时通过鼓励式反馈增强学习动机，促进深度学习。

3. 构建智能化教育管理系统

AI 可优化教育管理，提高课堂考勤、数据统计、过程追踪等

效率。例如，AI 能实时分析学生学习状态，生成班级或学校层面

的报告，帮助管理者精准掌握教学成效，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

政策与改进措施。

4. 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估与反馈

AI 可多维度收集数据（出勤率、作业完成度、测试成绩等），

生成详细学习报告，助力精准评估学生学习成效，并优化教学内

容与方法。基于长期学习数据分析，AI 可预测未来学习需求，规

划学习路径，实现反馈闭环，确保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一个高效、智能的教育生态系统可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需求，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并优化教学管理与评估。这

一生态系统不仅可以提升师生间的互动质量，还通过智能化、数

据驱动的方式促进教育的公平性与高效性，从而为大学教育构建

一个更加灵活、创新的未来。

五、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推动大学教育迈向智能化，促进个性化学

习、智能教学辅助和跨学科学习环境的构建。AI 凭借强大的文本

生成、知识扩展和个性化推荐能力，能够优化学习路径、搭建虚

拟助教，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升学习体验，使教育更具灵活性与适

应性。

构建高效、智能的教育生态系统是释放生成式 AI 潜能的关键。

未来，智能教育系统将涵盖智能资源平台、个性化学习支持、智

能管理和数据驱动评估。智能资源平台可精准推送学习内容，个

性化学习支持系统能动态调整学习路径，智能管理系统提升教学

效率，数据驱动评估体系优化教育决策。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提高

教学质量，还增强教育公平性和包容性，为师生提供高效、个性

化的教学体验，助力教育管理优化，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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