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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助手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场景分析与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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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为应对教育大数据的挑战、实现教育公平性与个性化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智能助手

作为智能技术的一个领域，目前已形成相对成熟的通用型智能助手技术生态，教育智能助手的技术研究虽起步较

晚但也在持续推进，研究重点放在拟人化技术上。当前研究围绕人才培养过程，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场景可划分

为学习—教学—管理三类，智能助手应用于三类场景，支持教师教学的智能助手研究较多，理论与开发并行；促

进学生学习的智能助手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潜力巨大；提升教育管理的智能助手研究较少且挖掘不深。未来研

究需要推动理论与应用的对话，将智能助手置于技术中介学习服务系统下开展系统研究，将落脚点放在促进学习

上，最后从技术与教育需求出发，对支持学生学习型智能助手的功能做了矩阵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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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的
发展，智能虚拟助手市场规模持续发展。咨询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的一份《智能虚拟助手规模、
份额及趋势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虚拟助手市
场的价值规模达到23.9亿美元，2019-2025年的复
合年均增长率预计为40.4%[1]。

智能助手与早期用户助手一脉相承，在服务
与功能上进行了扩展和提升。信息化早期，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用户在信息产品的使用过程中面临大
量信息带来的认知冲击，用户认知能力与技术环境
之间的差距无疑会弱化产品的使用体验，为帮助用
户缩小差距，产品研发方开始内置用户助手。比
如微软在Office系统中内置了一个曲别针的卡通形
象——Clippy，通过自发跳出的方式帮助用户进行
操作学习，但是这项设计最终被评价为是烦人的、
不礼貌的，并且会打断用户的工作流程。随着智能
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在帮助用户快速了解、使用
产品上的优势受到重视，并且各类面向日常生活的
服务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微软公司从Window10开
始，就内置了更加智能的个人助手Cortana，在私人
和商务场合提供服务[2]。

随着智能助手突破早期用户助手的单一功能，
智能助手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有研究表明，智
能助手在日常生活和家庭、工作支持以及电子学
习(e-Learning)三个领域中的应用具有前景[3]。佐
治亚大学的Ashok  Goel教授研发了Dubbed  J i l l 

Watson助教系统，帮助教师应对网络课程中学
生的大量提问，成为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场景
的一次成功尝试。智能助手的教育应用为促进
教育大数据分析应用，实现教育公平性和个性
化提供了新思路。

一、大数据、个性化教育催生教育智能助手

(一)教育系统在信息化建设下的大量数据有待
处理

1990年，以“信息化校园计划”(The Campus 
Computing Project)大型科研项目为标志[4]，拉开了全
球数字校园建设的帷幕。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
校也开始建设校园局域网，探索信息技术与高等教
育的结合之路。在基础教育阶段，随着“三通两平
台”的建设，中小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大步迈进，教
育主管部门的信息化管理不断深化。随之而来的是
信息技术在教育系统的应用使得相关数据呈现膨胀
之势，各类系统中庞杂的数据挑战着个体的认知极
限。如何快速梳理出满足用户个人偏好的数据，帮
助用户分析形成有用的信息，成为下一步教育信息
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智能助手颠覆了传统的检索方式，通过加载专
门用于改进信息检索过程的软件代理，对基于Web
的信息进行过滤；通过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推荐系
统，智能助手可以主动支持用户的数据需求；通过
内部集成的专家系统，智能助手能够为数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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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提供帮助，如一种使用贝叶斯网络的专家系统
iAPERAS，能够针对非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数据和营
养信息，提供基于科学研究发现和领域专家评估的
信息服务[5]。

(二)教育的公平性和个性化目标有待实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重申“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
注重因材施教”的基本理念，教育的公平性和个性
化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国际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携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
机构在2015年世界教育论坛提出了2030年的教育愿
景，实现包容和公平的全民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
承诺在所有环境中以及在各级教育中促进优质的
全民终身学习机会，并要提供灵活的学习途径，承
认、验证和认证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获得的知
识、技能和能力。这一宣言从教育的包容能力和个
性化教育服务两个角度提出了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
向：一方面教育体系要面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服务，
即实现教育服务对象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又规定
了服务的起点是个体学习者，即为每一个学习者提
供个性化的教育。

在以智能化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背景下，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性、个性化的
技术支撑作用巨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2017年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ext Digital Frontier?》
报告，在2030年之前实现普遍的小学教育，世界还
需要招聘和培训2440万小学老师，而全球小学老师
的缺口高达4440万，人工智能是解决教师缺口问题
的一种方法。斯坦福大学2016年发布的《2030年的
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指出，当前快速发展的学习
分析能够寻找到学生的错误模式，对学生的失败风
险展开预测，并提供实时的成绩反馈，有助于学生
改进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巩固提
升学习效果。

(三)智能助手的发展阶段
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教育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58年到上世纪90年代，
综合应用多媒体、超文本、人工智能和知识库等计
算机技术，围绕练习、辅导和模拟等学习需求，发
展了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CAI)技术。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出现智能教学系
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以人工智能技
术为基础，在没有人类导师指导的情况下帮助学
习者获取知识和技能，具有信息感知、实时反馈和
学习建议等功能。随后的发展中，ITS通过增加语
义、代理和约束的功能模块，以VR/AR优化用户接

口、开放与大数据的接口等，不断优化功能结构，
实现基于不同技术重点的突破发展。当前，随着
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对学习全过程的变革成为
可能，智能学习环境(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SLE)初现端倪，这是一种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
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
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学
习者有效学习的学习场所或活动空间[6]。作为普通
数字化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智慧学习环境是教育
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智能学习环境中的典型
技术，智能助手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领域分化出
来，受到教育技术研究者的关注，并被纳入教育人
工智能技术框架之中[7]。

智能助手(Intelligent Assistant)技术在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Agent)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智能代
理强调智能技术在教育过程中作为自主性实体存
在，而非嵌套在某些教育环节中，通过学习，它
能够适应其动态环境，减少工作和信息过载。而
智能助手是帮助用户执行特定任务的软件代理，
它通过几乎无限的任务和应用程序与用户协作，
能隐藏困难任务的复杂性、代表用户执行任务以
及指导用户监视事件和过程等，实现与人沟通、
合作、讨论和指导。相比而言，两者都能够根据
类似的以往经验不断改进其行为，但智能助手更
具有社会性，能够向用户展示其能力，同时发展
社会关系以吸引用户。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 智 能 助 手 ” 一 词 在
名 称 上 还 未 达 成 统 一 。 英 文 表 达 中 ， 除 了
“Intelligent Assistant”之外，也有“Smart Personal 
Assistant”“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t”的表达。具
体到教育领域，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的表述是“智能教育
助理”，另有“智能书童”“Animated Pedagogical 
Agents”“Virtual Affective Tutor”等说法。

二、教育智能助手技术重点关注拟人化

(一)智能助手技术基础完善
上世纪90年代，智能私人助手(Inte l l i gen t 

Personal Assistant，IPA)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8]。
而为此奠定基础的是个人数据助理(Personal Data 
Assistant，PDA)，也即手持个人电脑。手持个人电
脑首次发行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方便用户的
日常生活并保证数据的可及性，但是随着带有触屏
技术的可便携装置的发展，手持个人电脑变得落
后，更加智能化的个人助理成为新的需求[9]。伴随
着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技术的应用，制造更加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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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可能性提高，再加上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算
法等技术的融入，制造出反映灵敏、能自我知觉的
机器成为可能。

智能助手的发展离不开三类技术的支撑。首
先是语音技术和语义技术，这是人工智能应用的
基础，解决人机交互的问题；其次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知识库等知识推理、整合技术，这是
智能助手的核心技术，决定着智能助手智能水平
的高低；最后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属于智能
助手的支撑技术，解决最基础的信息存储、传输
等问题[10]。随着各类技术的成熟，出现了支持智能
助手研发的支撑框架，如Bot Framework、Api.ai、
Wit.ai、Chatfuel、图灵机器人等。随着交互发现、
分析整合和传输计算等工具的完善，形成了相对
完善的技术生态，支持虚拟助手研发的技术工具
包已然形成[11]。

当前，融合机器人技术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智能助手得到进一步发展。广义来
看，机器人可以算作是智能助手的一种，但作为实
体性的机器人，其所依赖的导航与定位、路径规
划、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为智能助手实体化发展
提供了借鉴。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它能
够创建并生成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进一步提升
智能助手的人机交互体验。

而随着用户对智能助手需求的不断扩大，当
前数据中心架构的计算极限被不断逼近，智能助
手应用所需的基础性技术问题受到关注，如何发
展未来的服务器体系结构来支持这类新兴的应用
程序成为新的技术研究点。有研究发现加速器对
于智能助手服务的未来可扩展性至关重要，而基
于GPU和FPGA服务器结构的加速器能够改善查询
延迟，对于给定的吞吐量能够有效减少数据中心
(Datacenter，DCs)的数量、降低总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12]。

(二)智能助手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关注拟人化
围绕教学应用中的实际需求，教育智能助手

领域重点关注了相应技术。为使智能助手能够提
供知识引导，关注语义网络知识(Semantic Web 
Knowledge)技术，以解决教学内容层面的问题；
为使智能助手能够根据学习环境采取合适行动，
关注情境感知(Context-awareness)技术，以解决教

学环境层面的问题；为实现多通道的自然教学交
互，关注多模态(Multimodality)技术，解决教学互
动方式层面的问题。而为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更加
智能化、人性化的学习体验，智能助手的拟人化
(Anthropomorphism)技术受到重点关注。

智能助手的拟人化程度有很大的差别，不同
的信息通道对其产生影响，如苹果公司开发的智
能助手Siri就没有拟人的形象，而仅仅依靠声音。
但有研究表明，高拟人化程度通常与社会性的交
互同时发生；在控制技术方面的原因后，设备的
拟人化可以预测用户的满意度[13]。在教育领域，智
能助手产品的拟人化对吸引学生参与具有重要价
值。当前的研究从智能助手的外形、动态、手势
以及表情等方面进行探寻，旨在提升智能助手的
社会属性。

在外形上，有研究表明，智能助手具体化
为男性时被认为更强大，而女性具体化的智能
助手被认为更可爱；微笑的代理人被认为比举
止中性的代理人更讨人喜欢[14]。在动态化上，
有研究探索了唇形同步、可视文本到语音转化
两种方式下，促进嵌入式动画代理表现出自发
面部活动的情况，以促进智能助手在讲解、对
话时的形象性[15]。在手势方面，有研究表明对
于指示手势在提供注意力提示方面的效果，在缺
乏其他注意力线索的情况下，智能助手的头部活
动及手势活动可能有时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将
其引导到代理本身而不是关键信息元素上[16]。在
表情方面，有研究提出了一种计算机概率模型，
该模型能够帮助智能助手在人机互动中自动选择
和展现合适的微笑行为，并自动计算出使用者对
所体现的社会姿态的潜在感知[17]。

三、教育智能助手的成熟度不及通用型智能助
手产品

(一)通用型智能助手产品相对成熟

Eliza对话机器人可被视为最早的虚拟助手，1966
年由计算机科学家Joseph Weizenbaum发明。目前，智
能助手产品更加丰富，并出现了多个强大的技术巨
头，包括研发出Siri的苹果公司，研发出Google Now的
谷歌公司①，研发出Cortana的微软公司，研发出Alexa
的亚马逊公司，这些智能助手产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①  Google Now是谷歌公司早先开发的智能助手产品，但是在2016年10月全面取消使用，代之以新的人工智能助手Google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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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及时通信和交互。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宇宙
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言，“Siri，Google Now和Cortana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投资，是人类智能最伟大的
产品。尽管有其缺点，但是它们潜在的学习用途仍然
值得探索”[18]。本文将重点介绍以下几种通用型智能
助手，如表1所示。

表1  主流通用型智能助手产品

虚拟助手 Siri Now/Assistant Cortana Alexa 小度

交互方式 语音 语音、文本 语音、文本 语音 语音

支持功能 信息问答、语音交互、事务助理

Siri的功能。2011年，苹果公司推出了人工智
能助手软件Siri，引发了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两大
领域的变革。Siri是内建于iPhone4S  iOS5操作系统
上的个人助理软件，主要根据用户自然语音输入
完成操作指令，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自动化信息
处理以及情景对话的特性，其核心价值在于能将
人工智能技术成功应用于人类学习、组织及认知
等诸多方面。在教育中，Siri的应用将进一步拓展
Siri的功能价值。有研究认为Siri具有作为智能导
师系统的可行性，能够扮演教师角色，面向不同
需求和特征的学习者，实施一对一教学。研究认
为，首先，Siri包含多个领域的知识模型，具备知
识专家的能力；其次，Siri能够通过云计算技术存
储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基于用户特征开展个性化
交流，体现出智能化特性；再次，Siri具有通过多
回合人机对话进行用户意图识别的能力，在人机
互动中模仿人类大脑的运行机制；最后，Siri内部
集成了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功能，能够进
行自然语言理解[19]。

Google  Assistant的功能。2017年2月开始，
Google Assistant取代Google Now被部署在Android设
备上，包括第三方智能手机和Android Wear(现为
Wear OS)，并于2017年5月作为iOS操作系统上的独
立应用程序发布。用户主要通过自然语音与Google 
Assistant进行交互，也支持键盘输入，可以搜索互
联网、安排事件和警报、调整用户设备上的硬件设
置，地图服务以及显示用户Google帐户中的信息。

Cortana的功能。2014年4月，在微软公司
的开发者大会(BUILD Developer Conference)上，
Cortana进行首次展示，并作为对Windows Phone和
Windows未来操作系统进行“改造”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2015年1月，微软宣布为Windows 10台
式机和移动设备提供Cortana。Cortana可以设置提
醒，识别自然声音，并使用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
回答问题，如当前的天气、交通状况等。与Siri不

同的是，Cortana除了可以进行语音交互外，还支
持文本的交互。

Alexa的功能。2014年11月，亚马逊公司发布
了Alexa。Alexa最早被用在音箱Amazon Echo和扬
声器Amazon Echo Dot smart speakers上，支持语音
互动、音乐回放和电子书阅读，以及诸如待办事
项管理、设置闹钟、提供天气信息、交通信息、
新闻等智能助手的常用功能。当Alexa启用的时
候，Amazon  Echo并不仅仅是一个智能说话者，
同时也是一个智能助手。基于云服务和物联网技
术，Alexa还能够启动其他家居类设备，并进行智
能互动。因此，以Alexa智能助手为核心，构建起
了包括相互联系的设备、第三方应用以及同伴客
户这样一些复杂的、异质性的生态[20]，推动家庭
自动化。有研究认为，是Alexa而非更早的Siri带来
了智能助手在私人领域应用的成功[21]。

小度的功能。小度诞生于百度自然语言处理
部，是百度研发的智能问答机器人，于2014年9月
首次在江苏卫视的《芝麻开门》节目亮相。通过集
成了对话系统、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视觉等技术，
小度能够自然流畅地与用户进行交互，提供信息、
情感方面的服务。

(二)教育智能助手产品不断丰富
随着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场景的深化和拓展，支

持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教育智能助手产品不
断丰富，某些产品现已相对成熟(如表2所示)。

表2  部分教育智能助手简介

虚拟
助手 Bots MATHia 智慧

学伴 Jill
101
教育
PPT

教学
助手 Oli

交互
方式 文本 文本 语音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应用
场景

学生
学习

学生
学习

学生
学习

教师
教学

教师
教学

教师
教学

教学
管理

支持
功能

语言
学习
内容

自适应
角色
选择

数学
学习
内容

自适应

内容
自适应
素质
测评

课程
答疑
课程
助教

教师
备授课
学情
报告

教师
备授课
在线
检测

信息
问答
个性
推荐
用户
分析

面向学生的智能助手，如Duolingo开发的帮助
开展第二语言学习的Bots软件，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对不同对话的千余种反应，并且使用者
用得越多，Bots软件越智能。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
机构(Carnegie Learning)开发了面向6-12年级学生的
数学学习平台MATHia，该平台基于认知科学、人
工智能和经证明的教学设计，为学生数学学习提
供定制化的及时的可视化反馈，通过追踪每一个
动作，相应地制定下一个学习计划，满足了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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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上的个性化学习需要[22]。国内由北京师范大
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智慧学伴也支
持学生学习，服务于学习全过程，采集全学习过
程数据，形成一个专业的个人成长档案，支持学
习与成长问题诊断，支持基于数据的、科学的综
合素质评价。

服务教师教学的智能助手，如佐治亚大学的
Ashok Goel教授研发的Dubbed  Jill Watson助教系
统，为应对网上课程中学生的大量提问，基于IBM
公司的Watson平台，设计研发了帮助教师答疑智能
教学助手，主要专注的是和课程相关的人工智能相
关领域知识[23]。美国佐治亚州格威纳特县的公立学
校正在试点使用由IBM Watson认知技术平台开发的
学习程序，该应用程序按照自然语言处理和模式识
别流程为每一个学生定制灵活的学习计划，教师可
以通过专门的控制面板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
在国内，由网龙网络公司研发的101教育PPT面向
教师教学，是一款服务教师用户的备授课软件，内
含百万级的教学资源以及贴合教材版本的课件素
材，可实现一键备课。软件提供了教学工具、授
课互动工具、3D资源等，辅助教师授课。在课堂
上，老师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直接操控大屏幕上的
PPT课件，同时调用软件内置的课堂互动工具、学
科工具等。另外，101教育PPT可记录教学数据、
学生表现、班级学情数据，形成课堂评价报告，帮
助老师根据学生情况针对性指导提高，提升教学效
果。天喻教育公司的教师助手能够支持教师同步备
课、课前导学、课堂互动、在线监测以及课后作业
等功能，实现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沉淀课堂教学过程
性资源数据。

服务教学管理的智能助手，如AdmitHub研发
的一款自定义虚拟助手Oli，针对美国佐治亚州准
大学生在注册入学前会放弃入学的现象(Summer 
Melt)，受佐治亚州政府的委托，开发了一款智能
软件，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有关入学任务的提醒和相
关信息，收集关键调查数据，并随时回答学生的问
题，目前Oli只能接受基于文本的智能交互，下一
步将计划实现基于语言的智能交互。

四、教育智能助手研究围绕从教学、学习及管
理展开

(一)三类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场景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2018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围绕
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
融合应用梳理出5个典型应用场景：智能学习过程

支持、智能教育评价、智能教师助理、教育智能
管理与服务以及智能教育环境。逻辑上，可划分
为面向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行政管理的三类，
最终构建成以学生智能学习为中心的智能教育环
境。

这种学习—教学—管理三分法也符合教育应
用层面智能技术发展图景。杨现民等的研究建构
了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框架，在教育应用层面上
列出了八项技术，大体也可以按照三类场景划
分，包括支持学生学习的拍照搜题、个性化学
习，帮助教师开展教学的自动化测评、智能导
学，支持教学管理的智能批发、学情监测和分层
排课，以及与智能助手技术息息相关的教育机器
人[24]。

由此，智能助手在教育中的应用场景也可以分
成学习、教学和管理三类(如下图所示)。进一步分
析，当前智能助手与教育的三类场景的融合程度存
在差异，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支持教师教学的智能
助手研究更多，且理论与开发并行；支持学生学习
的智能助手研究潜力巨大；支持教学管理的智能助
手研究不多，有待深入。

(二)支持教师教学的智能助手的研究理论与开
发并行

基于智能教学系统的研发，支持教师教学的
智能教学代理(Graphics Pedagogical Accelerators)快
速发展。智能教学代理是虚拟助理在远程教育领域
的一项典型应用，以鲜活的动画人物或拟人形象出
现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对学习者进行一对一的个
性化学习辅导[25]。随着动画代理技术的快速发展，

部门  智能助手

管理

学生

学习

智能
助手

精准推送

虚拟
学习空间

智慧校园

流程优化
智能代理

人才培养

资源

学习环境

教师

专业发展
教学模式

教学

智能
助手

备授课

虚拟课堂

智慧教室

智能助手在教育中的融合路径图

学生建模
学习方式



27

Intelligent Lead &  Smarter Education
智 能 引 领 与 智 慧 教 育2019.9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92期

图形加速器(Graphics Accelerators)技术的可及性和
可支付性得到提升，教育中应用动画代理成为可
能。南加州大学先后研究开发出Steve和Adele两款
教学智能代理动画产品。Steve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开展与学生的真实合作，构建了新的互动模式[26]；
Adele拓展了Steve的教学功能，并基于互联网技术
开展远程教学。Adele的内部结构功能包括学习内
容呈现、学生监测和反馈、问题探测、暗示和解释
等，整体架构支持浏览器环境下的客户端操作，并
且能够接入开架的创制工具[27]。

将互联网技术结合进智能助手系统价值重
大。有研究认为这将极大支持教师的远程网络教
学，提高现有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的质量，智能
代理在网络教学系统中可承担助手(Assistant)和实
时导师(Real-Time Tutor)两种任务[28]。另有研究认
为以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为核心，虚拟助手在远
程教育、个性化支持服务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力，如可以通过大数据等智能化计算程序理解并
判断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及需求，改善远程学习系
统中资源与知识单向传输和缺乏个性化的问题；
可以利用语音、图像识别技术与学习者进行高
效互动，引导学习者学习并提供过程性的学习支
持；可以利用互动过程监测技术，了解学习者远
程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变化，缓解由于时空分离而
造成的负面情绪，促进学生社会性交往。然而也
应该认识到智能助手在支持远程教育方面还存在
资源推送算法、人机交互模式、情绪状态识别等
方面的技术难点[29]。

智能助手的教学效果受到关注。有研究表
明，基于动画形象的智能助手对学生的心理具有
积极影响，互动的学习环境中逼真的人物形象对
学生感知他们的学习经历具有正面作用，即使这
个形象并不怎么做解说；另外动画人物形象多种
类型的解释行为对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学习表现也
有影响[30]。另有研究关注智能助手在网上学习环
境下提供情感交互的能力，Victor是一个集成在在
线辅导系统中的嵌入式对话代理，能够通过与学
生交谈、手势和面部表情显示，提供关于学习过
程的基本反馈，为使用在线辅导的学生提供一个
人性化的辅导，从而提高他们的体验质量[31]。

(三)促进学生学习的智能助手研究还需探索且
潜力巨大

智能助手支持学生学习方面的研究关注学生
模型的建构。有研究认为每个学生的需求都是基于
学生的模型，要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就需要研究
学生模型，但是由于学生往往具有自我认知等的

误解，学生模型远比其他模型复杂[32]。随着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发展，智能助手
能够基于以往的经验不断改进行为，未来将能够更
好地发现用户的习惯、能力、偏好和目标，更准确
地识别和预测用户的意图，开拓学生模型建构的思
路和技术方法[33]。

智能助手促进学生第二语言学习方面，有
研究关注智能助手将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
应用于人机交互和学习中，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引进，利用智能
助手进行第二语言学习的价值需要重视和深究[34]。
另有研究更进一步，关注作为同伴的智能助手，
在帮助中国儿童提高英语学习能力上的作用，并
探讨了两种形态，即软性的机器人化身和有实体
的互动型玩具机器人，在学生英语学习上的应用
模式[35]。

智能虚拟助手作为一种学习支持系统受到教
育领域的关注，但是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智能
虚拟助手具有个性化辅导、交互式问答、情境学
习等学习支持功能，将能促进教育智能化、个性
化发展[36]。随着传感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注意到智
能助手在满足学习者需求和喜好、提供个性化学
习支持方面的优势，但是其进一步发展还需攻克
资源推送算法、人机互动模式、情绪状态识别等
技术难点[37]。

(四)提升教育管理的智能助手研究较少且挖掘
不深

有研究针对传统英语课堂的现状，从信息交
互及操作交互层面，设计并实现了以智能手机
为载体的英语课堂助手[38]。另有研究针对大学课
堂上教师点名的应用场景，为了减轻点名的负
担、节省时间，研发一款基于Android平台的教
师课堂智能助手系统。该系统基于Android移动
平台，采用蓝牙技术，帮助教师开展课堂的智能
管理[39]。

另有研究关注智能助手对学生状态的监控，研
制出一款StudentLife的APP，测定达特茅斯大学学
生的身心状态，并以此数据解释学生为期10周的学
习过程[40]。这为利用智能助手监测学生身体和心理
健康状态，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状态与教育成果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的研究还是专注于课堂管理层面，对更加
宏观的学校管理乃至区域教育治理的研究不多，智
能助手在促进教育管理流程优化、实现管理数据监
控上的作用还没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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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智能助手未来需结合理论开展系统设计

(一)促进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话互证
多媒体认知理论的指导与完善。多媒体认知

理论为多通道的人机自然交互提供理论指导，但相
关理论也面临智能时代的挑战。梅耶提出的多媒体
认知理论主要探讨了文本和图片两类信息的呈现方
式，对学生自我认知建构的影响。在此理论指导
下，有研究指出当前发展的动画代理并不符合多媒
体认知理论，当动画代理在屏幕上和表格、图片、
动画等一起出现的时候，代理本身会需要更多的
视觉通道，从而带来分散注意力的效果[41]。另一方
面，尽管梅耶关注的文本既可以是以语言形式出现
的，也可以是以书面形式出现，图片也包括音频、
视频，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信息
呈现方式，多媒体认知理论在新的教育技术环境下
面临不断完善的问题。

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the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CASA)范式的意义与价值。在
CASA范式下，计算机被视为社会行动者，人们对
计算机的反应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当人们与计
算机互动时，他们将社会规则、规范和期望作为人
际关系的核心。有研究认为，根据CASA范式，确
定在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背景下促进和破坏信任的
条件，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机沟通中的信
任动态[42]。根据此范式，学生与智能助手的交互具
有社会性，而智能助手的哪些特征将影响这种社会
性表达及互动，相关研究将对智能助手的设计产生
潜在价值。

(二)开展技术中介学习服务的系统设计
技术中介学习服务(Techno logy-med ia t ed 

Learning Services，TMLS)指的是学习者与学习材料
(阅读、作业、练习等)、同龄人和/或教师的互动通
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调节的环境，有时也简称为
e-Learning。在实际中这种服务总是不同学习模式
和方式的混合物，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混合学习，
既可以是基于互联网、计算机的学习，同步或异步
的学习，也可以是指导下或自定步调的学习，个人
或团队的学习等。但通常，TMLS被认为是一种个
人中心或知识中心的复杂服务[43]。另一方面，这种
学习服务的过程还是一个黑箱状态，需要进行系统
研究，尤其需要关注学习者学习过程、学习方式的
分布结构，未来智能助手的研究需要扩大视角，将
其置于技术中介学习服务系统之下，进行更加系统
化的研究设计。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围绕人才培养的教学范式将从“教师为中心”
转向“学习者为中心”[44]，智能助手无论是支持学
习、教学还是管理，最终的落脚点都应放在促进学
生学习上，围绕学习过程开展智能助手的设计研
发。无论是出现在界面上的智能助手还是具有实体
性的智能助手，在设计中都需要遵循学生学习的规
律，关注学生心理情感的需求，以多学科参与的方
式共同应对设计中的复杂问题。

(三)教育智能助手功能的矩阵式思考
智能助手的功能设计中需要从技术应用和教育

需求两个方面进行矩阵式思考。本文试对支持学生
学习型智能助手的功能进行了矩阵式分析，如表3
所示。

表3  支持学生学习型智能助手的需求—技术—功能列表

学习
需求         

智能
技术 

内容的
适应性

方法的
适当性

评价的
有效性

学习的
成就感

如何安
排学习

如何获
得兴趣

语音、
文字、

图像识别
√ √ √ √ √

情感识别 √ √ √ √ √

语义网络
知识技术 √ √

情境感知 √ √ √ √

拟人化
技术 √

多模态
技术 √ √

大数据 √ √ √ √ √ √

云计算 √ √ √ √ √ √

总体功能

根据学生
的兴趣点
和现有知
识状态，
实现内容
智能推荐

根据不同
学生的特
点，调整
互动教学
的方式

根据学生
的学习数
据、互动
数据，开
展学习的
增量评价

根据学生
的学习状
态，及时
总结，积
极互动，
帮助学生
获得内驱
力

根据学生
长期的学
习数据，
分 析 个
体学习模
式，进行
日程安排
和提醒

基于学习
数据，分
析学习特
点和情感
需求，提
供情感及
社交支持

从教育需求层面看，因材施教、提升教育质
量、让学生学会学习是不变的主题。因材施教需要
在教育内容的适应性、方法的适当性上做出努力，
在技术上真正推动个性化教育；教育质量提升要求
利用相关技术开展有效的评价，通过积极互动帮助
学生获得学习成就感；学会学习是信息时代学生获
得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需要通过智能化的监控技
术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学习过程，学会安排学习，
了解学习中的情绪变化并培养学习兴趣。着眼于以
上教育需求，并以当前相对成熟的各类智能技术为
手段，完成对教育智能助手功能的设定。未来合格
的教育智能助手需要能够完成内容的智能推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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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适时调整、学习的增量评价、过程的积极互
动、合理的学习安排以及情感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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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cenario Analysis and System Design of Intelligent Assista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Liu Dejian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big data in education and 
realizing education fairness and personalization. As an area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elligent assistant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mature general-purpose intelligent assistant technology ecology. Although the technology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intelligent assistant 
started late, it is also continually advancing, with emphasis on anthropomorphic technology. Current research centers o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scenarios of AI education appli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learning-teaching-management. 
Intelligent assistants are applied to three categories of scenarios. There are more studies on intelligent assistants supporting teachers’ 
teaching, where theory and development are parallel with each other. The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assistants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intelligent assistants promot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excavation is not deep.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promot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d 
put Intelligent assistants under the technology-mediated learning service system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which focusing on 
promoting the learning.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students’ learning-
type intelligent assistants are considered in a matrix way.

Keywords: Intelligent Assistant;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Scenario; Fun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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