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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人工智能再次被着重提及：“做大做

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

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

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1]。 人工智能连续出现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人工智能受到国家密切关

注，已经上升至国家发展规划高度。 2017 年 7 月 8
日， 国务院印发并实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

划》， 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列出三个阶段战略目

标，作为我国今后长期坚持的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

指导思想， 为抢占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先机，
发挥我国人工智能的长处优势，缩短我国与世界人

工智能强国的技术差距，最终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指明了方向。
本文将对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系统构成和关

键技术进行介绍，对人工智能在国家开放大学中的

应用进行研究，为实现人工智能与开放教育的深度

融合提供思路。

一、人工智能概述

（一）起源与发展史

1950 年，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马文·明斯

基与其学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
恰巧在同年，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阿兰·图灵提

出了举世瞩目的图灵测试，为机器智能提供了重要

的测量手段。 1956 年，约翰·麦肯锡在达特茅斯会议

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概

念，至此人工智能正式诞生。 60 年来，人工智能的发

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 纪 50 年代-80 年 代），基 于 抽

象数学推理的可编程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数学和

自然语言等领域，但受限于计算机性能不足、任务

复杂性增加等因素，人工智能遭遇了长达 6 年的科

研深渊。
第二阶段（20 世 纪 80 年代-90 年 代 末），专 家

系统快速发展，数学模型愈发完善，人工智能的发展

迎来第二个春天。 1981 年 9 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CAAI）成立，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 但由于

专家系统在知识获取、推理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使人

工智能再次进入低谷期。
第三阶段（21 世纪初-现在），神经算法日新月

异， 运算能力显著加快， 新的研发成果井喷涌现，
IBM Waston、微软小娜、亚马逊 Echo、谷歌 AlphaGo、
苹果 HomePod 等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正在经历爆发

式发展阶段。
（二）系统构成

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认为，人工

智能系统主要由基础设施提供者、 信息提供者、信

息处理者和系统协调者 4 个角色组成 [2]。 从智能信

息链和 IT 价值链两个维度对人工智能系统架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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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阐述，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智能信息链（水平轴）
即： 智能信息作为流动的载体， 经历了 “数据—信

息—知识—智慧”的凝练过程。 IT 价值链（垂直轴）

即：从底层基础设施、信息处理技术到 产业生态过

程， 反映了人工智能为信息技术产业带来的价值。
此外，安全、隐私和伦理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框架

构件。
（三）关键技术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 应用效益取 决于人工

智能的关键技术，国家开放大学研究人员应密切关

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的发展状况。 目前，人工

智能的关键技术包括：知识图谱、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生物特征识别和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知识图谱实质上是一种描述知识的数据结构，

主要用于评估领域专家无法清晰表达的非规则 的

知识。 知识图谱作为人工智能和信息融合的核心技

术之一，在数据挖掘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它将决定知识库构建以及推理计算的有效

性等。
机器学习是一门诸多领域交叉的学科，作为人

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它主要研究计算机如何通过反

复训练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不断获取新的

知识或技能以改善自身性能，最终能自行在实践中

寻找有效决策流程以解决问题。
自然语言处理主要研究 利用计算机 技术理解

人类的自然语言，最终实现计算机与人类通过自然

语言进行交流。 作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

重要研究方向， 自然语言处理提供各种理论和方

法，用于人与计算机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 [3]。 自

然语言处理应用广泛，机器阅读理解、机器翻译和

问答系统是其典型应用。
计算机通过模仿人类视 觉以拥有人 类对图像

提取信息、理解处理以及图像序列等能力，这被称

为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可分为五大研究分支，
即：计算机成像学、动态视觉、图像理解、视频编解

码和三维视觉。 智能医疗、自动驾驶、机器人等皆是

计算机视觉的热门应用领域。
人机交互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外围领域，其与

认知心理学、虚拟现实等技术密切相关，它主要研

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 除了传统的设备交

互、图形交互外，人机交互将语音交互、体感交互、
脑机交互及情感交互纳入其范畴[4]。

生物特征识别是将传感 器采集到的 人体生物

表征信 息 诸 如 人 脸、指 纹、虹 膜 等 进 行 识 别，以 确

认个体身份的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的过程需要语

音 识 别、计 算 机 视 觉、图 像 处 理、机 器 学 习 等 技 术

的支持。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是将计算机与相关科学技

术相结合的新型视听技术，它在一定范围内生成与

真实环境高度相似的数字化环境，用户借助相关设

备与数字化环境中的对象在听觉、视觉、触觉等方

面进行交互[5]。

二、人工智能在国家开放大学中的应用

截至 2018 年秋季， 国家开放大学注册在籍生

图 1 人工智能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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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万人，8 年间累计招生 868 万人， 累计毕业 693
万人，现有专业 801 个，开设课程 8 070 门，为我国

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教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强调，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将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推动教学方式的革新。 国家开放大学将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开放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师生

提供更加灵活便捷开放的学习方式和多层 次多样

化的教育教学服务。 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开放大学

中的典型应用具体如下。
（一）智能教学代理

智能教学代理是计算机 借助语音识 别和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扮演导师角色来陪伴学生学习，对学

生进行引导学习，实现知识的主动输出。 智能教学

代理能为学生提供优良的交互体验， 使学生坦诚、
礼貌的与其进行互动， 消除学生对教师的畏惧感，
让学生更加主动的学习并获得更好的学习辅助。 它

能够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过程， 采用分割提取、关

键词匹配等算法记录学生的学习结果。 智能教学代

理将已记录的学生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学

生的兴趣、习惯和学习特点，进而为学生定制针对

性、即时的学习方案，推荐学生适合、丰富的学习资

源， 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和临时问题进行评价和反

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二）智能机器人

相较于智能教学代理抽象化的学习陪伴，智能

机器人是一种具象化的智能陪伴。 智能机器人利用

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以及自动推

理等技术，实时感知并调节学生的情绪，始终让学

生在精神饱满的状态下学习。 它直接为学生授课，
全程记录学生答题过程和步骤， 自动给出 测评结

果，即时为学生答疑解惑。 智能机器人根据学生个

性化知识图谱，实时推断学生学习状态，主动给予

精准知识内容的推送。 智能机器人除了能陪伴学生

学习外， 可将其与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工作结合，为

学生详细介绍开放教育的特色专业， 根据学生 兴

趣、爱好为学生推荐合适专业并协助学生完成报名

工作。 它可对学生选学专业统计数据做出分析，为

国家开放大学合理设置专业提供参考建议。
（三）虚拟课堂

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可为学生提供仿

真教学系统和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世界

更好的获取知识、感知文明。 仿真教学系统包含多

种高度仿真模型和虚拟场景，利用该系统可开展基

于角色扮演的游戏化学习。 学生使用该系统可看到

各学科的三维模型，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得到显

著提升。 沉浸式学习环境较仿真教学系统对软硬件

设备要求更高，它是利用计算机仿真系统和多种传

感设备生成一种模拟环境， 使学 生有身临其 境的

介入感，为学生提供听觉、视觉、语言表达、肢体表

达、想象力等多维度的感官刺激。 学生在沉浸式学

习环境中的课堂参与度更活跃， 对知识的感悟程

度也更深。
（四）学生情绪感知

实时感知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情绪 变化是一

项极具挑战的项目，可利用机器既定程序捕捉学生

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等，进而识别、理解、处理学

生的情感状态。 目前，在学生情绪感知方面，对学生

人脸、手势的识别和眼动跟踪等技术较为成熟。 利

用该技术实时感知学生的情绪状态，给学生提供针

对性的辅导帮助，及时调整推荐给学生的学习资源

的难易程度，增加学习内容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

学习成就感，为学生有效学习的发生创造条件。 同

时，学生的情绪变化也与其所处环境有关，应实时

获取环境参数结合学生情绪变化进行多维分 析判

断， 调整环境参数使学生情绪状态处于最 佳学习

状态。

三、国家开放大学应用人工智能的若干建议

当前，人工智能受到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教

育领域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教育”使

教育形态和模式有了新的突破。 国家开放大学 （电

大）以教育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为显著办学形式，因

此，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更应加强人工智能

的应用。
第一， 国家开放大学在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之前， 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国家开放大学人工智能相

关标准体系， 为人工智能在国家开放大学中的应用

提供规范和准则。
第二， 人工智能涉及伦理道德和社会安全等问

题， 应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并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意

识，加强人工智能在开放教育应用的监管力度，保护

学生隐私并维护学校安全。
第三， 人工智能技术在开放教育中的应用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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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应及时改变教师的教育教

学观念，加强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储备未

来教育的后备军。
积极构建智适应学习模式。 智适应学习模式

是根据学生的个人信息和学习行为等多元数据构

建学生个人知识空间， 基于某种特定算法让学生

个 人 知 识 空 间 与 整 个 知 识 网 络 空 间 进 行 比 对，进

而推测分析出学生知识的薄弱点， 再根据信息通

道的数据模型为学生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 提供

动态学习支持服务，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及学习成

绩。 智适应学习模式将学科知识点高精度细分成

纳米级知识点， 纳米级知识点之间通过先行逻辑

关系交织成整个知识网络空间， 为了解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掌握程度奠定基础条件。 智适应学习模

式在掌握学生知识图谱薄弱环节的情况下， 为实

现高效率、高精准的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将利用算

法逻辑对整个知识网络空间进行分析， 为学生推

荐最佳学习路径。 智适应学习模式为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使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将为学

生提供社区化的粘性学习空间以推送给学生多样

化、多元化的学习资源。
作为我国继续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国家开放大学以提升我国远程教育水平为历史使

命，时刻紧扣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目标，积极探索新

兴信息技术与开放教育的深度融合， 加速实施信息

化建设工程，全力推进“互联网+大学”健康发展，助

力我国教育信息化迈入智能时代。 当今时代， 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已经为人类的工作

生活方式带来历史性变革， 国家开放大学必须持续

关注信息化发展的现状与动态， 将自身发展与国家

宏观战略目标相结合， 积极思考面向未来的开放教

育变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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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AI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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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ving more and more profound influence on each social
dom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ained high conce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ary tre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tries to integr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open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pen education focuses on intelligent
teaching agent, intelligent robot, virtual classroom, student’s emotion perception and intelligent adaptation
learning mode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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