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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技术与社会各个领域工作的结合都对各个领域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计算

机辅助教学技术作为现代教育技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效率而言具有重要

的应用价值。现代网络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成长，通过网络技术解决人们的日常需求，提高

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要求，用户需求也从单纯的信息获得向大数据分析转变，AI技术的

不断发展与成熟，使其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得到更广的应用。该文通过讨论现代网络技术发展

面临的挑战，探讨AI在网络技术发展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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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work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field.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for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our country. Solving people's daily needs through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User demands 

have also shifted from simpl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o big data analysi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AI technology have led to its wider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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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应用在教学应用的意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的

起源在业界公认是 1956 年的达特茅斯论坛上，它

是计算机科学、神经性生理学、控制论、语言知识

学等多种科目相互渗透融合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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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随着 2017 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将“AI”写人

其中，AI 技术再一次迎来了飞跃发展的黄金时机。 

计算机应用对教学应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使其

由传统的单人教学模式，转变为多多人教学模式及

单人与多人教学，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教学的效率，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整体教育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多

媒体教学软件的实施及在线教育等应用使得教育

逐渐摆脱地域限制，逐渐走向“随时随地教学，碎

片化学习”的教学模式[1]。 

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更好地服务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建设、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巩固和发展、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应成为中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

环节。这些与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教科

文组织倡导的“教育要进一步成为全球‘共同事业’”

理念是完全一致的[2]。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衡量

一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实施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战略是提高一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创新能

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全球化

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

势,高等教育在教育观念、人员交流、课程设置以及

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都在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 

2 计算机应用在教学应用中的问题 

2.1 增加了教师教学的成本支出 

随着教学的多样化，教师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准备课件和教学内容，教学的多样化，使教师不

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学习相关的知识 

2.2 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成本 

多媒体及在线教育的应用，合理地运用各种教

育资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为优化教育软

件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行的环境。课堂内容增多，增

加学生的理解难度，同学们抓不住课堂的重点，顾

此失彼。网络上除了有大量有用的信息，也充斥着

大量有害的信息，对青少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3]。 

2.3 智能化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过于智能化反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和教师教学，

传统教育是一对多教学方式，教师可在教师提问，

发散学生思维能力，计算机技术应用尽管提升了教

育效率，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和教师线下交

流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2.4 课堂口头表达能力下降 

教师多是对多媒体照本宣科，充当解说员的角

色，语言表达缺乏艺术性。 

2.5 建设和健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 

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日益增多的

跨国、跨地区交流，共同合作、优势互补将成为全

球高等教育共同且必然的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将

会是建立在民族学术自信基础上的国际化，目前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的格局将会被打破，发展

中国家将有机会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和健全

本国高等教育体系。 

全新的国际化理念将更加重视发挥多样化的

伙伴关系，将越来越需要将社会、国家和市场这三

者的贡献和要求协调起来。这不仅需要在可持续发

展理念下重视多方共同力量，还需要将这种国际的、

跨文化的理念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教学等

过程中，使其真正内化为高等学校的精神气质。 

3 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投入，优化计

算机辅助教学环境 

重视网络资源的开发以及教学数据库建设。开

发网络资源以及构建教学数据库不仅能够让教师

在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过程中对课件具有

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能够让教师在掌握足够素材的

基础上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来对课件做出完善与修

改，从而使因材施教的理念融入到计算机辅助教学

过程中以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3.1 对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应用价值作出

正确认识 

计算机辅助教学是现代教育技术中重要的组

成部门，同时也是最具变革性的组成部门，对具有

较长教龄的教师而言，面对这种具有现代化特征的

教学技术会产生明显的焦虑感与无助感，对计算机

辅助教学所具有的应用价值欠缺足够的了解，在教

学活动中就难以取得良好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效果，

同时这种问题也会成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深入推广

的主要阻碍之一[4]。所以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

与推广过程中，需要重视与引导教师对计算机辅助

教学技术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作出了解，并在教学实

践和培训中强化教师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开展教

学活动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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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鼓励教师通过更新教学理论提升理论素

养 

首先要强调提高教师的现代教学理论素养。可

以有效帮助教师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避免出现各

类误区，并推动教师养成使用计算机开展教学的习

惯，在促使教师实现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的变革基

础上提高教师使用计算机开展教学活动的欲望，从

而确保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势的充分发挥[5]； 

其次要推动计算机应用与现代教学理论的结

合。在教学活动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需要

实现技术与理论的结合。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应

用与现代教学理论的结合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呈现形式，同时能够对教学模式做出变革，如在使

用计算机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计

算机在创造情境方面的优势来开展情境教学、案例

教学等，这些教学方法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3.3 通过开展针对性培训来确保计算机辅助

教学成效 

首先要突出培训内容所具有的层次性与针对

性。对于具有较长教龄的教师，培训内容应当从基

础做起，并逐步开展媒体运用、软件操作以及课件

制作培训。而对于教龄较短的教师由于他们都普遍

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所以可以直接从课件

制作为起点开展培训； 

其次要突出培训方式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在

培训方式方面，具有良好培训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

课余时间以校本方式开展培训工作。而对于培训环

境稍差的学校来说，则可以和师范院校构建联系机

制，由师范院校教师来对教师的计算机教学应用能

力做出培训。 

3.4 AI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其表现为

数据量庞大，存储量巨大，然而其应用同样需要通

过 AI 对信息进行收集与处理，对数据进行统计以

及概率分析才可以促进 AI 执行的准确性，将大数

据的收集存储转化成应用技术。通过 AI 与大数据

的融合，可以不断提高 AI 的知识储备，构建更加完

善的神经网络节点，提升 AI 的学习能力与成熟水

平[6]，同时通过 AI 在大数据处理中的应用可以对大

数据收集信息进行分析与对比，得到需要的信息分

布特点，另外大数据提供的丰富数据源，可以让 AI

的人工神经网络学习更加完善，给人工神经网络提

供足够的学习资源，提高 AI 的智能化水平与分析

处理判断能力。因此，大数据的发展与 AI 的发展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AI 在网络技术中大数

据的应用可以使得 AI 快速发展完善，同时又可以

主动保护大数据信息安全与数据分析筛选与处理。 

4 解决问题的策略 

完善教学大纲：使得教学大纲，尤其是实践教

学大纲、实训指导真正地与能力本位的教学思路相

一致。全面推行“问题式”教学法：现代教育思想

强调以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

要目的。 

发现问题，这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起点，所以

“问题式”教学法是许多现代教育家所提倡、推崇

的教学方法。“问题式”教学法的正确使用对于提

高学生的素质，强化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积极作用[7]。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围绕问题而展

开教学活动，激发学生自觉思考、主动探索，引导

学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

决问题，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加强实践环节，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计算机学科是一门实验性很强

的学科，光是“听”和“读”是不够的，必须加强

对实践的教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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