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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下传统班级管理出现的弊端，本文提出构建智能班级管理体系，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实现班级智能化管理。该体系从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家校联系三方面分别设计专

门智能系统，共同发力，提高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以当下典型的智能教育实践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对于构建智能班级管理体系的促进作用以及现实

意义，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入分析智能化技术在教育管理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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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class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clas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The system designs specialized intelligent system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tudent management and home-school connec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lass 
management. By taking typical cases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practice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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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management systems are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analyzed in depth from a 
new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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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属于是信息科学领域的前沿学科，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后，人工智能在教育、农业、航天、商业、交通、医疗等重要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人工智能的出

现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下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利用好人工智能，可实

现领域内部的重大革新。 
随着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及图像识别技术的迅速崛起，人工智能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2017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工智能在当下我国教育教学管理中的重要

价值和地位，强调利用好人工智能打造新型教育体系[2]。传统班级管理模式已适应不了当下学生发展的

需要，如何利用智能化技术实现智能化、高效化教育管理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所以，打造“AI + 教育”新型教育体系不管是对于学生本身还是衡量国家教育水平来讲都是必要的。

本文以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促进个性化教学为出发点，从教学模式、学生管理、家校联系三个方

面分别提出智能教育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案，详细说明视觉处理、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能化

技术在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应用，以实例阐述的方式证明构想的可行性，期望能够为我国“AI + 教育”新

型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价值参考。 

2. 教育管理现状分析 

2.1. 教学模式固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教学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结构体系以满足现代教学的

需要。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发展，普遍采用“注入式、满堂灌”的方式进

行教学，未根据学生个性特点进行差异化教学，只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3]。模式

固化，形式单一，使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受到严重阻碍。 

2.2. 班级管理效率低下 

通过对部分学校进行调查，班级管理效率低下、管理策略不规范、无严明的规章制度，是大多数学

校共有的班级管理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班主任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加上目前学生性格特

征多样，班级管理效果欠佳；班级管理事务繁杂，处理过程中易出现漏处理、误处理的情况，造成学生

信息统计分析结果不准确，进而对教育管理的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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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校联系不及时 

家校联系是班级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班级管理工作中，班主任与家长之间的联系较少，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够及时达成统一，对于学生各方面的情况很难形成良好的交流通道[4]。对部分

农村信息技术不发达地区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 2019~2020 第二学期有 69%的教师同学

生家长之间的联系存在较大障碍，不能够形成良好的家校交互关系，使得家校之间联系较少，甚至有

16.4%的教师与家长从未有过联系(见图 1)。 
 

 
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some rural schools 
图 1. 部分农村学校家校交互关系数据统计 

3. 智能管理体系构建 

3.1. 学生行为监管 

经统计，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监控设备已铺设完毕，并且可通过已接入的互联网实现图像、视频信

息的云端传输，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搭建起负责监管学生课堂行为的专注度分析系统(见图 2)。通过摄

像头捕获学生课堂行为，包括面部表情、行为动作、行为趋势以及学生周围干扰因素，获得学生行为视

频序列，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对视频序列进行逐帧分析，自动归类并

识别，设定不同专注度参数，以用于分析不同课堂班级教学管理效果。 
 

 
Figure 2. Structure diagram of student behavior supervision system 
图 2. 学生行为监管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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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专注度参数以及班级管理标准的基础上，对 40 人班级进行专业课行为分析，抬头、举手、书

写定为积极行为，玩手机、聊天、趴桌子定为消极行为。采集学生课堂行为视频，结合人工校正和系统

分析数据得出学生课堂专注度，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学生行为的准确分析(见图 3)，得出班级本堂课的

教学质量(见图 4)。 
 

 
Figure 3. Student attention statistics table 
图 3. 学生专注度统计表 

 

 
Figure 4. The trend of student concentration throughout the class 
图 4. 整堂课学生专注度走势 

3.2. 云教育平台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学管理，只有创设一种科学和谐的教学环境，

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教育管理效果。云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育信息化边界，推出了全新的教育信息化概念，

集教学、管理、学习、娱乐、分享、互动交流于一体。以数学学科为例，传统教学模式主要重视成绩考

核，忽视了数学知识本身的实用性、侧重于命题和解题，同国家教育核心理念形成相反作用[5] [6]。而云

教育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技术为依托、以高质量教学资源传播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通过

智能终端设备联系学校、家庭、学生的一种教学互动与分享的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见图 5)，该教学模式

充分发挥了智能化技术对教学的促进作用[7]。有效地丰富了课堂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加专业化、趣味化，

扩大了学生获取课外知识的途径，同时也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训练，转变了传统知识灌输的教育

模式，重视知识引导，通过互联网资源引导学生培养科学素养，提升学生的核心基础能力。 
云教育平台的构建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便捷性原则：云教育平台的设计要以方便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为根本目标，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便捷

的教学与学习服务，有效推进教学进度，搭建智慧教学与学习体系，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

重新规划教学模式，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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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原则：云教育平台的设计首要前提是要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不同用户使用冲突，

保护好平台教学资源、学生信息和教师信息，防止恶意入侵，做好网络安全工作[7]。 
可拓展性原则：可拓展性是衡量云教育平台的重要指标，在满足教学目标和教学需求的前提下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动态教学体系，提高系统的可拓展性。 
 

 
Figure 5. Framework of cloud computing education 
图 5. 云教育平台框架结构 

3.3. 智能家校交互平台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这样说到：“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家庭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

性，学校的教学、教育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是在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种教育，其对于学生思维习惯的养成、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8]。
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够形成良好的联系，教育方向出现偏差，不光不会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且还

会对学生的发展形成阻碍。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家校联系之间的障碍。 
 

 
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smart home-school interaction platform 
图 6. 智能家校交互平台示意图 

 
智能家校互动平台共分为 3 个终端，分别是学校端、教师端、家长端(见图 6)。学校端负责安排学校

整体事务，向家长传达学生在校状况及学校动态，家长可通过交互平台获取孩子最新的在校情况；教师

端可建立班级分管平台，在线上传作业通知，提醒家长监督学生完成，其他各项班级事务，如发送成绩

单、成绩分析、情况反馈、学生动态等，班主任都可以将其上传至交互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

分析，准确得出学生各阶段学习生活状况和建议；家长可以通过交互平台上传学生在家动态和反馈意见，

与教师、学校进行无障碍沟通，将家长的想法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学校和班主任。通过智能家校交互平台，

学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校，其学习、生活、情感状况可实现透明监管。家长、班主任、学校可实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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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当前最准确的生活档案，制定个性化管理策略和教学策略，完全可避免因家校联系不方便导致的学

生信息滞后的问题。 

4. 智能班级管理系统应用实践 

4.1. 科大讯飞——智能教育引领者 

科大讯飞在智能教育领域属于是领头军企业，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

术的基础上将学校、班级对学生的管理由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向智能化、自动化、一体化的新型管理模式(见
图 7)，大大提高了学生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并获得众多的学校的认可。以北京市某中学为例，通过引进

科大讯飞智能教育管理系统，形成了一套典型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案例，在教学、学生学习和班级管理

方面皆获得较大的进步。 
 

 
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图 7. 智能教育管理系统示意图 

 
在教学方面，科大讯飞智能教育管理系统拥有一套 AI 教学服务体系，能够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分析学生常态化学情，帮助老师预设教学重难点，打造课前、课中、课后以人为本的教学闭环场景，

实现实时线上互动，提高教学效率。以数学学科为例，学生在初次完成数学任务后，系统给予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 AI 代理自动完成任务的批改和数据分析，得出学生的学情分析报告和班级学生整体学习情况

报告，后提交给任课教师；任课教师通过系统分析得出的各项指标情况可以准确获取班级学生的薄弱点

并对学生错误率较高的知识点进行精准批阅，后将初次批阅结果反馈至学生；学生根据老师的批阅结果

和修改意见对任务进行修改，通过系统提示可准确发现自己的薄弱点在哪里，还能在系统的引导下加强

对薄弱点的学习；在任务结束后，教师可通过系统确定模范任务、上传参考答案、设置补充练习、提供

学习分析报告等，这样一来，学生和教师在任务始终都能够的做到实时的反馈和效果评价，并且也实现

了个性化教学的目标。 
在学生管理方面，诸如考试、班级活动、学生学习情况分析等，科大讯飞也同样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首先，教学任务的管理、反馈信息的管理、学生学习的管理都可由系统 AI 代理实现，大大提高了管理效

率和准确度。以班级事务管理为例，学生信息的统计由传统人工操作转变为系统自动化采集、统计、分

析，最后得出学生的信息数据报告，大大简化了数据统计流程，提高了班级管理的效率；并且，系统的

AI 智能管理系统能够对采集到的给学生信息、教师信息进行个性化分析，进行师生画像，生成师生社交

网络，便于教师构建科学的师生关系。学生考试事务的安排，如座位的排序、学生考号的安排、考场的

设置等，系统也可以通过 AI 智能分析得出最优方案，考试结束后答题卡、答题纸通过扫描上传，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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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自动批阅，汇总成绩，提出学生学习建议、建立班级考试档案。 

4.2. 口袋家校——无障碍家校沟通 

传统家校沟通存在教学知识难以共享、家校服务不便捷、家校沟通效率低、家校互动性差等不足，

使得学生信息存在滞后性，从而影响学生发展和教育教学管理[9]。口袋家校作为教育行业的著名企业，

致力于实现家校联系智能化，目前已实现了云端管理，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APP 实现家校互通，学生信息

精细化管理，真正开启了家校携手共育之路。 
在家长与学校沟通方面，口袋家校提供了线上一对一特定留言功能，避免了因学校或家长时间不允

许导致信息接收不到的情况发生，分组留言实行差异化管理，提高了沟通效率，便于家长和学校更好地

掌握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情况。家长也可以通过班级风采查看孩子在校情况，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方

式直观地展示学生在校生活(见图 8)，更进一步拉近了家长与学生的距离。 
 

 
Figure 8. Class style module interface 
图 8. 班级风采模块 

 
在成绩分析方面，口袋家校拥有最创新的数据分析平台，能够呈现多指标、多学科、多阶段的成绩

曲线，家长能够在线实时查看孩子成绩，查询孩子之前成绩，了解孩子成绩变化(见图 9)。教师在录入成

绩时，可一键导入系统，分别配置指标，保证成绩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现数据分析精准、全面、

快捷。 

 
Figure 9. Score analysis module interface 
图 9. 成绩分析模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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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任务沟通方面，通过口袋家校服务平台家长和学校能够实时查看学生任务，一方面便于学校

传达教学任务信息，另一方面便于家长监督孩子学习，保证家庭学习质量。并且，服务双方可根据学生

任务完成情况，家庭表现进行打分，设置积分排名，激励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在家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5. 总结 

基于当下智能化技术在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构建“AI + 教育”新型教育体系的迫

切需要，本文通过分析当下教育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三大不足，提出智能教育管理体系的构想，从教学模

式、学生管理、家校联系等三大方面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在教

育管理当中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可实现对学生各项信息的准确分析及个性化推荐，以获得每一位学生

的最佳适配学习方案，加快个性化教学的实施。“AI + 教育”新型教育体系弥补了传统教育管理体系以

人工操作为主的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准确度差的不足，通过各项智能化技术与教育管理的结合，打造

智能一体化信息处理平台，提高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智能化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不仅仅现在提高了教育管理者的效率、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

师的主导地位，更是对传统教育管理体系的一大革新，极大改善了传统教育管理体系的不足，创新了教

育管理的模式，丰富了教育管理的内容，使教育管理变得更加具有活力、培养的学生更具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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