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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ocial demand for talent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u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s	an	intelligent	integrate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is contex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management,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formulat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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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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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教育行业发展环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由此推动高职教育教学
的转型。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化集成技术，会对各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中，人工智能也能发挥重
要作用。此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就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结合管理需要，分析人工智能对高职院校教育
教学管理的优势，并且结合教学教育管理的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对策，以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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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

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利

用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可以借助智能化技术与设备对各项业

务进行协调，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作业效率。所以高职

教育教学管理环节，就要求相关人员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重视，结合现阶段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对现有的教学管理进行调整，使其木讷祖教育事业的

发展需要，以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2 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AI）是指使计算机或机器具有类似于人类

智能的能力，包括学习、推理、解决问题、感知和语言理解等。

它的目标是让机器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慧的任务，能够

显著提升作业的效率与质量，从而提升作业水平。所以各行

业发展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就较为广泛，

可以将其应用到教学教育管理中，以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 [1]。

人工智能在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如图 1 所示。

图 1 人工智能在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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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教育教学管理概述

教育行业发展中，高职教学需要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

行培训，并且强化学生与就业的联系，教学管理就较为复杂，

需要相关人员进行深入分析。现阶段的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主

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教师应根据行业需求和职业标准，

设计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并且

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评价标准。其次，校方需要招聘具有行业背景和教学经验

的教师，并提供持续的职业培训。还需要定期对教师的教学

效果、科研能力和职业发展进行考核和评价。然后，教师还

需要负责学生的入学、注册、成绩记录、学位授予等事务。

并且提供学术辅导、职业规划指导和心理辅导服务。还需要

组织和管理学生的实习活动，建立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提供

就业服务。最后，教师还承担教学质量监控的功能，教师需

要定期进行课程评估，收集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改进课

程设置。并且进行教学过程的审计，确保教学活动符合教育

标准和质量要求。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需要综合考虑以

上各方面，确保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

而随着教学需求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教育

管理的需要，此背景下，就要求教育人员引进人工智能技术，

以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

4 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学教育管理存在的不足

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中，需要多方面进行管理，作业环

节还存在一些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部分院校

的课程更新慢，难以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其次，部分院校

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实习和实践机会有限，无法

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再次，教师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水平，

教学环节，还存在教师队伍缺乏行业背景，实践经验不足的

状况，可能影响教学水平。而且教学模式传统，缺乏创新和

互动。最后，部分院校忽视了教学评价的重视，导致教学评

估和反馈机制不够全面，也会影响质量的提升。

5 人工智能对高职教育教学的影响

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中，人工智能技术会对教学产生深

远的影响，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进行分析，研究人工智能

对高职教育教学的影响，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

5.1 推进了个性化学习
人工智能能够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建议和资源。例如，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

情况调整课程难度，从而帮助学生在自己的节奏下学习。

5.2 优化了教学资源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生成个性化的教材和学习材料，

推荐适合学生水平的学习资源。

5.3 可以优化课堂管理
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批改作业和考试，提供即时反馈，

减少教师的重复性劳动。而且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人

工智能还可以提供教学效果的详细报告，帮助教师优化教学

策略。

5.4 可以为学生管理提供支持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学生的学习困难和潜

在问题，提前进行干预。而且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和行为模

式，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职业规划和学习路径的个性化建议，

进而提升教学水平。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教

育教学管理效率，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满意度。通过智能化

手段，教育管理可以更加精准和高效，但同时也需要注意数

据隐私和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确保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服

务于教育的公平和质量提升。所以实际教学环节，高职院校

就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结合教学管理需要，制

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策略。教学管理策略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学管理策略

6 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对策

6.1 需要建立智能化的教育平台
智能化教育平台的设计可以为高职教育教学管理提供

良好的平台，从而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实际作业环节，需

要教育人员通过以下手段进行设计：首先，高职院校需要

确定平台架构与功能模块，主要包括个性化学习模块、智能

评估与反馈、课程管理系统以及数据分析与报告等。其次，

智能教学工具的应用，高职院校可以设计虚拟辅导员，人工

智能驱动的虚拟辅导员可以实时解答学生问题，提供学习指

导。而且还需要提供智能教学助手，帮助教师进行课堂管理、

教学资源准备和教学内容更新。再次，高职院校需要重视数

据管理与安全，应整合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包括学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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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课程反馈等，实现全面的数据视图。还需要确保数据安

全和学生隐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加密和访问控制。

最后，还需要重视平台实施与维护，院校需要建立技术支持

团队，负责平台的维护、升级和问题解决；还需要对师生进

行系统使用培训，确保平台的有效应用和管理。通过教学平

台的设计，高职院校可以提升教育教学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创造更具个性化和互动性的学习环境。

6.2 合理设计高职教学的个性化教学设计
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中，学生的个性存在差异，所以人

工智能背景下，就需要高职院校重视教学管理的个性化设

计。首先，院校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历史、

兴趣和能力，制定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内容。并且根据学生的

实时反馈和学习进度，自动调整课程内容和难度，以适应每

个学生的需求。其次，教师需要重视人工智能推荐适合的学

习资源、参考书籍和课外材料，提升学习效果。再次，教师

还需要基于学生表现提供个性化辅导建议，帮助学生克服困

难，提升学习成绩。最后，教师还可以使用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建沉浸式学习体验，满足不

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通过这些策略，高职院校可以实

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个性化教学。

6.3 应利用数据驱动实现课程设计的优化
课程设计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人工智能背景

下，就需要高职院校结合数据驱动，对课程设计进行优化。

首先，教师应重视数据收集与整合，包括学生数据、教师数

据、课程数据以及行业数据等，为后续的教学作业奠定基础。

其次，教师需要重视数据分析与挖掘，要求教师使用数据分

析工具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进行分析，识别学习难点、

兴趣点和能力水平。并且通过历史数据和行业数据预测未来

的技能需求和课程趋势，优化课程内容的前瞻性。再次，教

师需要引进智能推荐系统，应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和兴趣，

智能推荐相关的学习资源、课外书籍、在线课程等。还需要

为教师提供基于数据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建议。例如，如何调

整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参与度等。最后，还需要利用数据分

析结果支持课程设计决策，确保课程内容符合行业需求和学

生需求。并且基于数据分析制定教育教学管理政策，例如课

程设置、教学评估标准等。通过智能推荐、实时反馈和动态

调整，高职院校可以提高课程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同时满足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

6.4 需要设计智能化评估与反馈体系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实现自动化评估与反馈。一是要引进自动化评估

工具，可以利用 AI 自动批改考试卷和测验，提供即时评分

和分析。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评估学生作业的

质量和内容。二是要建立实时反馈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智能

实时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反馈和建议。

然后根据学生的表现和进度，自动发送提醒和提示，帮助学

生调整学习计划。三是教师需要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生成

详细的学习报告，识别学习瓶颈和改进点。并且自动收集和

分析教师的教学效果数据，提供改进建议和策略。四是教师

需要建立自动化的反馈循环机制，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课

程和教学方法。并且利用评估数据支持教学决策和课程设

计，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持续提升。这些自动化评估与反

馈机制不仅提高了教育管理的效率，还能够提供精准的、个

性化的学习支持，帮助学生和教师不断进步。

6.5 应强化师资力量的培训
师资力量培训可以显著提升教师的水平，人工智能背

景下，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强化师资培训，从而提高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管理水平。第一，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分析教师的教学数据和专业技能，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内容

和学习路径。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平台提供丰富

的培训资源，包括视频课程、在线研讨会、互动学习模块等。

第二，院校需要自动化评估教师培训的效果，通过数据分析

了解教师在培训后的改进情况和实际应用能力。并且基于教

师的培训表现和教学数据，提供即时反馈和改进建议，帮助

教师不断提升。第三，教师还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虚

拟辅导服务，解答教师在教学和管理中的疑问，提供即时支

持和建议。还需要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库，为教师提供

丰富的教学资源、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第四，教师还需要

培训教师如何有效使用 AI 工具，如智能评估系统、自动化

教学助手等，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并且通过数据驱动的案

例分析，帮助教师理解和应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 [3]。通过

这些策略，高职院校能够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强化师资培

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

7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工智能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方向。高职教育教学管理

处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之下，自然也需要及时结合时代

背景变化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与完

善，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高职教育教学管理质量得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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