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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河南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改革的
实践路径

张瑞娅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郑州   451191）

摘 要　文中首先综述了河南省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进而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民办高校教育教学信

息化的影响及应用方式。最后，从完善顶层设计体系、加强基础建设、开发智慧资源、引进智能教学人才等方面提出了人

工智能推进河南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改革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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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riving the Informationization 
Reform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Ruiya
（Shengda Trade Economics & Management College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Finally, it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system,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ing smart resources, and introduc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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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工智能”已成为教育领域的关键词和引领变革的重

要力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支持，人工智

能将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更多学生提供优质、个

性化的学习体验。这场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教育变革，将开

创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1　河南省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现状

1.1　教育信息化认识不全面

河南民办院校对现代信息化建设认识上存在不全面的

问题，其片面地认为教育信息化就是校园网建设、多媒体上

课，同时对信息技术知识更新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当前，河

南部分民办院校教育信息化观念不强，对教育信息化建设

重视程度不够，信息化教学实施仅停留在表面。个别院校

在信息化教学技术的重视和投入比较少，规划比较滞后。

部分学校虽然响应号召，建设了信息化教学资源，但在调查

中发现，对信息化教学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尤其是信息

技术与网络在教学中的应用方面，投入的设备和资源利用

率不够，并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实际作用［1］。

1.2　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够

河南省民办高校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主要集

中在基础硬软件的建设上，以满足日常的教学、科研和行政

办公需要。然而，对于后期维护、信息化资源及其安全建设

等方面的投入则相对较少，缺乏政策保障。这种投入模式

导致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难以形成良性

发展。近年来，河南省部分民办高校初步建立了教育信息

化基础设施，包括校园网络、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等。

这些设施为师生提供了基本的信息技术支持，为教育信息

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物质基础。

1.3　教学评价存在片面性

目前，许多民办院校在信息化教学中存在评价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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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1）评价与教学设计的割裂与单一。通常情况下，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会先制定教学目标，再设计教学活

动，而将评价环节作为最后考虑的部分。目前，多数教师在

设计教学内容时，对教学目标和教学环节比较重视， 但忽

视了评价和反馈部分。这种做法不能凸显评价环节，使教

学过程不够完整。（2）评价实施流于表面，标准随意。在教

学设计中对评价的忽略和不重视，会使教师评价标准不规

范，甚至随意评价。这种方式使学生不能将课堂学习转化

成成果，无法学以致用，也违背了以成果为导向的原则，从

而进一步加剧了教学评的不一致性。（3）忽视评价的诊断和

潜在功能。有效的评价不仅有助于衡量和提升学生的学习

成果，还能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导教

师完善后续教学。这种方式会对民办院校教育价值提升产

生不良影响，无法有效开展教育信息化。

1.4　教师技术素养参差不齐 

目前，在河南省民办教育高校中，教师队伍技术素养参

差不齐，智能化教学水平一般。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对传

统教学产生了冲击甚至破坏，形成了“教育权威因人工智能

弱化，教育信仰因人工智能动摇”的时代语境。在数字化发

展的背景下，需考虑“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把握好人

工智能在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和运用方式，引导教师适应教

育数字化发展大势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民办院校的教师对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技术理解力和应用

能力不一，特别是一些老教师，在创新教学模式的研发与实

践上还存在一定的回避心理和能力阻碍［2］。

2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信息化中的应用

2.1　智能化课程设计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课程内容进行智能化设计

和优化。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智能系统

可以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课程设计建议，帮助他们打造更

具吸引力和实用性的课程内容。同时，智能系统还可以根

据学生的反馈和评价不断调整和改进课程，提升教学效果

和学习体验。

2.2　智能化资源分享平台

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和工

具支持。智能化资源分享平台可以汇集各种优质的教学资

源，如教学视频、课件、练习题等，为教师提供更丰富和多样

化的教学素材。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习进度选择

适合的资源进行教学，让教学更具趣味性和有效性。

2.3　智能辅导

智能辅导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是一种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电子辅导工具，它可以依据学生学习

情况和需求，通过实施智能算法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

为学生提供精准的个性化辅导服务。这些算法能在细粒度

上适应学生，并将复杂的学习原理进行实例化。智能辅导

系统还可以通过分析学生学习数据，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

需求，然后为其提供相应的辅导服务，如答疑、练习、测试

等。由于不同的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智能辅导系统通常一

次只与一个学生合作，这种设计旨在对个性化的特质保持

敏感。尽管如此，以团队为单位的学习者可能会从共同准

备对 ITS 的回应中获益。在协作学习和解决问题的环境

中，还可以让自动辅导员或导师与小型学习者团队进行

互动。

2.4　自适应学习

自适应学习是一种新型的个性化学习方式，它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基础，可以全面、实时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和

兴趣爱好，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教学内容，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自适应学习的核心是个性

化，其能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实时调整学习方案和教学内

容，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需求。自适应学习的实际应

用场景非常广泛，可用于在线教育、智能辅导等。

2.5　智能评估

智能评估是一种利用智能技术对学习情况进行评估的

方式，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其能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智

能评估学生学习情况，并以测评报告的形式及时反馈给教

师和学生，并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提出合理化建议。数据分

析环节是智能评估的核心，它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学生

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反馈和建议，从而

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2.6　智能化教学管理

智能化教学管理是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学校的

教学管理进行智能优化，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和质量的一种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管理方式。智能化教学管理的核

心是数据分析，其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教学管

理中的问题，并为学校提供反馈和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学

校的教学需求，主要应用在学校教学管理、在线教育等

方面。

3　人工智能推进河南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改革的

实践路径

3.1　优化高校智慧机制体系，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

（1）应构建智慧机制体系。学校应成立智慧教学管理

部门，形成完善的智慧教学机制体系。在机构设置方面，要

形成上下联动的机构体系。首先，学校决策层应充分做好

规划与论证工作，合理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建立一系列智

慧教学制度，完善信息化教学管理。合理、科学的配备与信

息化教学相关的技术人员，为信息化教学改革做好技术支

持和后盾。切实落实人才培训，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

技能水平，切实做到对信息化教学的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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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2）民办高校信息化教学改革要从顶层开始设

计，做好全面统筹与规划。相关部门要从政策层面对学校

进行扶持，出台相应的扶持规划和文件，为民办高校信息化

的实施给与政策鼓励与指引。同时，还要进行长远规划，在

资金支持和政策上给与支持，积极探索信息化建设经费补

偿机制，集中资金力量，有计划、分阶段开展民办教育信息

化建设。面对技术创新的新挑战，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

部门的协调作用，相互配合，统一规划，提高河南民办院校

的信息化水平［3］。

3.2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1）完善智慧校园基础硬件平台。基础设施是智慧校

园建设的基础，主要包括高速网络覆盖、数据中心建设、智

能终端部署等。高速稳定的网络环境是支撑各种智慧应用

的前提条件；数据中心则是数据存储、处理的核心，需要具

备高可用性和安全性。（2）构建开放共享的教学资源平台。

共享资源平台是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平台应

支持多种类型的数字教育资源上传、下载、在线预览等功

能，同时具备强大的搜索和推荐机制，帮助教师快速找到所

需的教学资料。此外，平台还应支持在线课程的创建与管

理，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跨校共享，提高教学质量。（3）推进

数字资源建设。通过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实

现校园管理、教学、科研、生活等各方面的智能化和信息化

的现代校园。智慧校园通过引入各种新技术，不仅改变了

传统的学习环境，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支持［4］。

3.3　开发智慧教学资源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

的辐射。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互动

工具，支持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通过

数据分析，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

荐，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利用智能评估工具，实时

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主

要围绕教学资源的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智能化、教学方式

的创新以及师生交互的增强等核心要素进行。（1）教学资

源数字化。将传统纸质教材转化为电子教材，以便学生随

时随地进行学习，同时加入多媒体元素，丰富教学内容。

制作或收集与课程紧密相关的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

教学资源，使教学更加生动、直观。（2）教学环境智能化。

建设智慧教室，配置智能化的教学设备，如智能化的黑板、

可以互动的白板、智能音响系统等，打造智能化教学环境。

搭建在线学习平台，建立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学习资源、作

业提交、在线测试等功能，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3）教

学方式创新。开展个性化教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为每个学生提供定制化

的学习内容和路径。探索互动式教学，通过智能设备和软

件平台，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提高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加强协作学习，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利用在线

协作工具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4）完善反馈与评价机制。定期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以

调整和优化教学模式和资源，同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

3.4　强化教师培训与人才引进，加强智慧教学人才队伍

建设

在智能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依赖于精通人工智能技术

的优秀人才。因此，河南省内高校和职业院校应开设更多

相关专业，并与龙头企业合作建设培训基地，培养具备创新

与实践能力的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提升其

信息化素养和应用能力。（1）定期举办培训活动。高校和教

育部门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信息化技能培训，包括信息技

术基础知识、智慧教学平台使用、教学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内

容。（2）采用多样化培训方式。结合线上和线下培训，利用

网络平台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同时组织线下实操演练，提

升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3）鼓励自主学习。为教师提供学

习资源和平台，鼓励教师自主学习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提

升自身信息化素养［5］。

4　结语

目前，河南省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还存在认知不全面、

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教师评价方式不完善、教师技能素养有

待提高等问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民办高校信息化势

在必行，应通过顶层设计支持，完善基础设施软硬件平台建

设，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队伍人

才素质，从而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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