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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不例

外，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工具之一。基于此，文章将围绕人工智能视域下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的意义，对具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以期望能够为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质量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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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industries 
are beginning to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mo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no excep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ol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nduct 
research on specific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hoping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improv-
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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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和应用，推动高等教育教学的创新

和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以期望能够探

索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 

2.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 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高等教育机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樊劲辉等(2023)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同时，人

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管理课程和学生，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1]。 
(二) 促进教学创新和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教学的创新和发展。王嵩林(2023)可以开发出更加智能化的

教学工具和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教学资源和服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促

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为高等教育教学带来更多新的可能性[2]。 
(三)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学生的全面评估和管理，

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培养方案。赵莹等(2023)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

和人才需求，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指导[3]。 
(四) 助力师资能力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师资培训和能力提升。屈玉东等(2023)教育机构需要加

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提高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应用能力。同时，教育机构还需要加强对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4]。 

3.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一) 教育数据分析与个性化学习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知识。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课

程安排。管佳等(2023)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学习计

划和课程安排；或者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学生提供智能化的答疑服务，及时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问

题。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高效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其次，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和挖

掘，为教师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学生评估结果[5]。张双等(2020)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学习行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61474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姜美君，刘建超 
 

 

DOI: 10.12677/ve.2023.12614747 952 职业教育 
 

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为教师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学生评估结果，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和问题；或者利用智能算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从而提前发现学生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6]。 
(二)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 
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创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提供更加直观、生动的教学体验，增强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首先，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帮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学习内容。李克红(2020)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

将学生带到历史事件或文化场景中进行学习，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事件或文化背景；或者利用虚

拟实验室技术，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实验操作，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和安全性。其次，增强现实

技术可以通过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中，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学习体验[7]。聂健(2020)利
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将数学公式或图表等信息以图像或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知识点；或者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将学生与教师进行实时互动，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参与

度。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相信未来的高等教育将会更加智能化、个性化、高效化[8]。 
(三) 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开发 
开发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辅助高校教师进行教学和评估，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被开发出来，为高校教师的教学和评估提供了更加全面、

准确的支持。这些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可以辅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学生管理、作业批改等工作，提高

教学效果和效率。 
首先，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可以帮助高校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姜辉等(2020)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

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进行分析，从而为教师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和课程安排；或者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为教师提供智能化的答疑服务，及时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

更加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点，提高教学效果。其次，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可以帮助高校教师

进行学生管理。例如，利用自动化排课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要求，自动为教师安排课程和

作业；或者利用智能评估系统，对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成绩进行自动化评估和反馈，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智能教

育工具和软件还可以帮助高校教师进行作业批改[9]。李朝林等(2019)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作业进

行自动评分和反馈，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或者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语义分析和

错误纠正，提高作业批改的准确性和效率。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更加专注于教学设计和学生管理等

方面工作，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10]。 
(四) 产学研合作的深化 
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与产业界和科研机构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例如，可以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等工作，促进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校企合作、创新创业等项目，为学生提供更

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首先，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是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界和科研机构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建立产

学研合作基地，可以实现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动，共同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

等工作。徐墨瑄等(2019)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应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同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教学内容和项目，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11]。 
其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校企合作、创新创业等项目也是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界和科研机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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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方式之一。韩昭良等(2019)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教育、智能金融等领域的应用，促进

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和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教

学内容和项目，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为其提供更加丰富和

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机会[12]。 
(五) 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 
教师是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和成长。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教师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够灵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教学。因此，为教师提供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机会，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项重

要任务。 
首先，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例如，对于计算机专业

的教师，可以开展有关人工智能算法、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培训；对于教育学专业的教师，可以开展有关

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教育评估等方面的培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教师更加深入地了解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其次，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和远程教

育等形式，为教师提供灵活的学习和发展机会。余小波等(2019)可以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和在线学习平台，

让教师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交流；或者可以组织各类学术研讨会和讲座，让教师与行业专家和学者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帮助他们更

好地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高等教育机构还可以建立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为教师

提供个性化的专业发展规划和指导。例如，可以根据教师的职业目标和发展需求，为其制定相应的培训

和学习计划；或者可以组织各类实践活动和项目研究，让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

能力[13]。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教师实现自身的职业发展目标，提高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运用

能力，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服务。 

4. 结语 

人工智能对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理应结合先进技术与理念，对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现阶段，基于人工技术的特征与优势，人才培养可以集中于教育数据分析与个

性化学习、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智能教育工具和软件开发、产学研合作的深化、教师培训和

专业发展等领域，这有利于提升人才质量，为其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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