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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深刻影响着教学领域的变革，本文对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研究现

状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研究热点上，人机协同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

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内侧重于教师利用技术优化教学模式，国外则聚焦于学生学习体验提升

与效果评估。就趋势而言，国内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未来国内外研究将集中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学科

领域的实际应用，提升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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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ing field.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pots,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eaching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Domestically, it focuses on teachers using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eaching models, while abroad, it concentrates on students’ usage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effect evaluation. 

As for the trend, although the research in China started late,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various subject are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ology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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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ﾠ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和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

能技术已然成为各行各业变革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

教学领域，从早期简易的智能辅导系统，到如今依

托复杂算法的教学分析工具，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渗

透至教学的各个环节，这不仅有助于打造个性化教学

场景，还能够降低学生获取高质量教育的成本[1]，
为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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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正在全

球范围内引发变革浪潮，用户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

其进行交互，从而实现包括问答、翻译、聊天等从

理解到生成的各种任务。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

颠覆性技术，如何巧妙、合理地将其融入教学的课

程设计、课堂讲授以及学生的学习评价、课后辅导

等教育教学实践中，已成为学界与教育从业者亟待

攻克的全新挑战。基于此，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

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

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并结

合文献内容梳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领域研究

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为教学模式的变革提

供参考。

2ﾠ 国内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2.1ﾠ 国内文献发表情况

考虑文献计量分析的代表性，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2006-2024年收录的期刊论文为数

据来源，将来源类别“北大核心” 、“CSSCI”作

为约束条件，以“主题=‘教学’AND（主题=‘
大语言模型’OR主题=‘ChatGPT’OR主题=‘生

成式人工智能’OR主题=‘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检索。为确保文献质量，对以上检索结果进行筛

选，剔除访谈记录、会议记录等不符合条件的文献

后，共计检索出文献1439篇。

年度发文量是评定科学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数

值，可以直观地观察某个研究领域不同时间段的发

展状况与趋势[2]。图1图1展示了CNKI数据库中2006年
至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领域研究的文献发

表数量情况。

图1图1. 2006-2024年CNKI数据库文献发表数量

近20年国内该领域年度发文量整体呈现上升趋

势。具体来看，从2017年文献数量开始增多，在2018

年至2020年呈现出第一个激增的态势，在2022年有所回

落，随后在2023年至2024年再次激增。分析可知，第

一次发文量激增的原因是政策引导，国务院于2017年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

升为国家战略，这极大推动了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研

究的发展[3]。而第二次发文量激增的原因是技术革

新，在2023年初发布的ChatGPT4.0引发了产业界和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推上了极

高的热度，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研究热度再

次有所提升。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文本类内容生成、上下文情境理解等方面所表现出的

卓越性能，对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深刻的启示

意义，并可能促进和催化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的深

层次变革[4]，该领域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

2.2ﾠ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主题提炼，体现着文章的核心

内容，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能够直观反映出文献中

主题词的出现频次，进而揭示某一研究领域的特征

与热点主题[5,6]。在CiteSpace中选择“Keywords”节

点，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

如图2图2所示。图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边代表关键词

之间的共现关系，节点的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的频

次，节点越大则该关键词的在文献中的出现频次越

高，其中前十的高频关键词见表1表1。
表1表1. 国内文献高频关键词

序号 频次 时间 关键词

1 699 2006 人工智能

2 149 2023 生成式人工智能

3 61 2018 智能教育

4 59 2018 人机协同

5 44 2016 智能技术

6 43 2019 高等教育

7 43 2017 人才培养

8 42 2023 大语言模型

9 38 2019 职业教育

10 37 2018 人工智能教育

关键词“智能教育”、“人机协同”的出现

频次较高，是该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核心概念。人

机协同教学的核心在于利用智能技术辅助和优化教

师的教学过程，通过教师和机器的协同工作，推动

教学全过程的重塑与创新[7]。例如，通过智能设备

和智能教学平台监测学生全过程的学习数据和构建

学生画像，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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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准教学[8]。同时，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也可

以作为课堂中的另一面“教师”角色，与教师共同

承担课堂中的教学工作，形成“双师课堂”教学形

态，该模式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9]。人

机协同强调的是人与智能机器的互补与融合，在人

机协同的教学新模式下，智能教育产品得以实现与

学习者的协同进化，通过人机智能交互，机器能更

好地理解学习者的意图和需求，进而为学习者提供

更好地支持[10]。
此外，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

模型”的出现频次较高，说明该领域的科研工作大

量聚焦于这类前沿技术。在人机协同教学的实践中

发现，将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

辅助研究生的教学设计，会对学生作品质量的提升

产生积极影响[11]。同时，结合学习者行为数据和

学习问题数据，ChatGPT将能够用于辅助大学生提

高编程学习的效率[12]。这类前沿技术同样能够应

用于特定的教学场景，例如可以将大语言模型用于

语言教学的语法纠错、文本翻译等方面[13]，还可

以引入到体育教育测评中，对体育教学效果进行精

准化、全面化的评估[14]。

2.3ﾠ 国内研究趋势分析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可以从时间维度上展

现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趋势，能够呈现出某一

阶段热点关键词的变化及相互关系[6]。本文使用

CiteSpace软件中对国内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并

以时间线的形式绘制2006年至2024年的关键词聚

类时间线图谱，如图3图3所示。该聚类图谱的模块度

（Modularity Q）为0.8286＞0.3，说明模块聚类

较好，同时Mean Silhouette S为0.9519＞0.7，说

明聚类效果具有高信度，网络同质性高[15]。因

此，此次有关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研究的聚类

分析具有高信度和高密度的特点，研究结果可信

且有效。

分析可知，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研究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15年左右

为该领域研究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该领域的主

题为“人工智能”和“教育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与教育的结合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和技术概念

的提出上，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可能的潜

在应用，以及如何辅助教学过程[16]，但相关的技

术的成熟度和应用效果的验证评估都尚处于初级

阶段。2016年至2022年左右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阶

段，这一时期“智慧教育”、“人机协同”、“个

性化学习”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强调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教

师专业发展”和“教育变革”受到关注，说明人

图2图2. 国内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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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技术开始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产生实质性影

响，教师如何适应和利用新技术来提升教学效率

和质量成为研究热点[17]。2023年至2024年为该领

域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生成式人工

智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

在教育中的应用引发了广泛关注，比如如何提升

学生在阅读、写作等方面的学习效率[18, 19]。同

时“人机协同”的研究更加深入，注重如何让教

师和学生更好地与人工智能系统互动，以提升教

学质量和效果[20]。

3ﾠ 国外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3.1ﾠ 国外文献发表情况

国外文献在Web of Science（WoS）核

心合集数据库中以“S S C I”为引文索引，通

过“Topic=‘teaching’ AND (Topic =‘large language 
models’ OR Topic =‘ChatGPT’ OR Topic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Top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对2007-2024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

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剔除，共计获得文

献914篇。图4图4展示了WoS数据库中2007年至2024
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领域研究的文献发表数

量情况。国外该领域年度发文量与国内呈现出大

致相同的趋势，在2023年至2024年国内外发文量

均大幅激增，说明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而不同点在于2017年至2022年国外的发文量

呈现出平缓上升的态势。

图4图4 2007-2024年WoS数据库文献发表数量

3.2ﾠ 国外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对国外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

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5图5所示，其中前十

的高频关键词见表2表2。
关键词“students”的出现频次较高，同时作

为重要节点与其他多个关键词存在共现关系，说明

从学生角度出发展开研究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图3图3. 国内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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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需要重点探究其在学习过

程中的效果和体验。例如，基于ChatGPT开发写

作教学评价系统，对学生的写作学习效果进行评估

并提供高质量的结果反馈[21]，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挖掘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偏好，以获得最佳的教学

实践方式[22]。同时，学生对大语言模型这项新兴技

术的理解和信任程度也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23]。
关键词“teachers”与“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关键词紧密相连，说明教师与人工

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受到关注。教师在教育中起

着关键作用，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教学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适应

程度和满意度[24]，以及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互

补作用[25]。
此外，关键词“impact”的出现频次也较高，

说明有较多学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各个方面

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正向的积极影响如提高教师教

学效率、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等，还包括可能存在潜

在的隐患和挑战，需要减轻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课

程设计中产生的负面影响等[26]。
表2表2 国外文献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频次 时间 关键词

1 255 200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86 2008 education

3 68 2019 technology

4 57 2008 students

5 55 2011 model

6 46 2008 language

7 43 2021 higher education

8 35 2023 generative ai

9 31 2009 achievement

10 31 2012 impact

3.3ﾠ 国外研究趋势分析

运用CiteSpace对国内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

并绘制时间线图谱，如图6图6所示。聚类图谱的

Modularity Q为0.803＞0.3，Mean Silhouette S为
0.9344＞0.7，此次聚类分析结果可信且有效。

分析可知，国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研究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至2012年左右

为该领域研究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教

学技术在课堂环境中的应用，在教学模型构建、

知识传授等方面创新的可能性[27]，但此时的研

究多为对未来课堂场景的概念性描述。2013年
至2020年左右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时

期“task analysis”成为重要研究方向，强调使用

智能系统对学习任务展开分析，以智能教室的形

式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

习任务的要求和目标，为学生的教学需求提供

支持[28]。同时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评估和预

测，为存在问题的学生提供及时的针对性辅导

[29]。2023年至2024年为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阶段，这一时期“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generative ai”等技术快速发展，

随着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不断深

入，“technology acceptance”成为研究的重要内

容，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易用性、

有用性等，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方法来提高接受

度，促进技术的有效应用[30]。

4ﾠ 结语

本文借助软件Citespace6.3R1对2006-2024年间

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了

全面且深入的剖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

图谱绘制，清晰地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

点与趋势。

在文献发表势态方面，国内外研究呈现出

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虽在中期存在一定差异，

但自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后，国内外

文献数量均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这表明全球

教育领域已深刻认识到这一新兴技术在教学变革

中的关键作用。在研究热点方面，人机协同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成为了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

点，人机协同为教学带来新模式和新方法，实现

教师、学生与智能技术的深度互动，生成式人工

智能则凭借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在教学各环

节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研究视角上国内外存

在差异，国外更侧重于学生视角，聚焦学生学习

体验与效果评估，国内则更强调教师角色，探索

教师如何利用技术优化教学、提升专业素养。同

时，国外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所产生影响的

研究更为深入，涵盖积极与消极方面。在研究趋

势方面，国内起步虽晚于国外，但发展迅速，早

期探索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如今已紧跟国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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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与人机协同深化研究

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人

工智能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和具体实施

策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并提出

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确保其在不同学科和教学场

景中的适用性，使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教育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为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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