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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之对比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共词分析

文 欣 月,周 琴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伴随着科技的腾飞,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教育

将面临新一轮变革,并最终迎来发展新纪元。以“教育人工智能”和“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为主要

关键词,时间节点选定为2014—2018,分别在CNKI和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将筛选后的文献

作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图表分析,归纳出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概念界定、技术支撑、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四个方面。通过对概念、技术、应用、发展四个层面的对比分

析,揭示出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差异,以期为我国教育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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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层出不穷,如“智慧学伴”和教育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与教

育的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国家政策方面,国内外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美

国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PreparingfortheFutur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和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TheN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andDevelopment
StrategicPlan)两个重要文件,为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1]。我国也相继出台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支

持人工智能变革教育领域。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创造性融合将带领教育体系迈入“融合创

新、智能引领”的2.0时代[2]。新型教育体系在“人工智能服务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突破时

空限制的智能化教育环境,促进了教育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教育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与

学习科学领域交叉融合的产物,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自适应学习环境,并提供灵活多样的教育

辅助工具来探索学习发生的原理与机制[3]。本文通过对比分析2014—2018年的文献数据,归纳总

结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以为我国教育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提供思路。

一、国内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

国内文献以CNKI为检索数据库,以“教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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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来源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时间跨度设定为2014—2018,经筛选共得

到205篇有效文献。将文献数据源导入CiteSpace软件,运行节点选择“Keyword”,得到图1和表

1。由图1和表1中的关键词可归纳出国内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主要分为概念界定、技术支

撑、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4个层面。

图1 国内教育人工智能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1 国内教育人工智能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人工智能 82 13 职业教育 5
2 智能教育 12 14 人工智能+教育 5
3 智慧教育 10 15 机器学习 5
4 深度学习 7 16 未来教育 5
5 个性化学习 7 17 教育大数据 5
6 AI 6 18 教育应用 4
7 教育人工智能 6 19 人才培养 3
8 教育信息化2.0 6 20 教学模式 3
9 人工智能教育 6 21 教育本质 3
10 教育 6 22 教育信息化 3
11 学习分析 6 23 人机协同 3
12 大数据 5 24 高等教育 2

  (一)教育人工智能的概念界定

图1和表1中“智能教育”“智慧教育”“教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5个

概念出现的频率依次递减,且“教育人工智能”非最高频次,可见国内对于“教育人工智能”的概念界

定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此外,对于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概念的界定也较为模糊,甚至混淆使用。

具体而言,赵银生认为,“智能教育”是指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变革教与学的方式方法甚至教学模

式,使教育管理与教育过程达到智能数字化[4]。杨现民指出,“智慧教育”是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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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所形成的物联化、智能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5]。由于智能教育兼具目的性和技术性:从
教育的角度看,智能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计算思维,即“促进人类智能发展的教育”;而
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智能教育被视为育人的技术,侧重于将人工智能作为支撑教学的技术手段,即
“利用人工智能改善教育”。由此,推断出智能教育包含以“促进人类智能发展”为目的的人工智能

教育和基于智能技术实施“智能化教育”的教育人工智能两大方向[6]。更确切地说,人工智能教育

的学习对象是人工智能,它包括知识表征、推理与专家系统等教学内容,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对人工

智能技术建立基本认知,并进一步培养其信息素养和计算思维;教育人工智能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优化学习环境,并为学生推荐适宜的学习路径和内容,旨在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它包括

学习者模型、领域知识模型和教学模型三大核心内容[3]。而“人工智能+教育”则是指人工智能与

教育深度融合。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教育、医疗、能源等诸多领域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促使人类社会逐渐由“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迈进。在此背景下,教育系

统也迎来了“人工智能+教育”的新生态,进一步推动着教育体系的变革。
(二)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

图1和表1中“数据”“大数据”“学习分析”等关键词,揭示了国内学者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核心

技术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数据分析层面;而“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关键词,则反映出国内学者

对于制约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瓶颈的关注。具体而言,李振等人构建了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

框架[6]。技术框架共分为四层:第一层,基础设施层,以云平台为基础,提供了计算与储存功能;第
二层,大数据层,该层汇集了教育教学中的管理数据、行为数据、资源数据等数据信息,为智能计算

提供了数据基础;第三层,算法层,同时也是核心技术层,它提供了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等先进算法;第四层,应用层,致力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展自适应学习、智能化测评,开发教

育机器人、虚拟学伴等教学应用,使高效教学和个性化教育由理论走向实践。现阶段,国内对于教

育人工智能技术框架的构建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层,一方面是由于核心技术的研发相对滞后,另一方

面则是缺乏构建算法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对于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先进算

法的运用,亟待领域精英予以突破。
此外,制约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技术还包括知识表示方法、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其

中,“机器学习”是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过程,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导出规则或流程,以解释

数据或预测未来数据[7]。而“深度学习”是指通过构建分层模型,从低到高依次提取数据,并最终建

立从底层信号到高层语义的映射[8]。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可通过高效的

数据处理技术,从数据中提取价值,其在语音和图像识别方面的准确度已超过人类的平均水平[9]。
可见,对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研究,有助于突破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的技术瓶颈。

(三)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在应用领域,“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和“个性化学习”出现的频次较高。可见,国内

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对象主要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学习者。因为他们都具备一定的信息

素养,且较高的认知发展水平使他们易于接受新兴技术,由此将其作为教育人工智能的优先适用对

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具体而言,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人工智能

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可以大规模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相比在普通教育领域的应用,
它既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实践成效,又能够迅速培养出一大批技术性人才作为推动教育人

工智能深入发展的储备力量[10]。而教育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可以推动高校教师和

学生的自我成长,也可以促进教学、科研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无法改变教育的本质,
不能决定教育的行为与结构[11]。对于“教学模式”和“个性化学习”而言,教育人工智能能够优化传

统的教学模式,通过同步或异步的人机协同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满足学生的

个性化学习需求,并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智能化、精准化地推荐适宜的学习内容和路径,把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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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关键期”,激发学生的发展潜能。
(四)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根据图1和表1中出现的关键词“人才培养”“人机协同”“未来教育”,不难看出国内的教育人

工智能越来越注重人才培养和未来教育。目前,国内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需要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以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人

才培养体系迫在眉睫。国务院于2017年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从

6个方面构建了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体系[1],即很好地顺应了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此外,教
育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还应致力于构建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使人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双管齐下,
共同促成高效教学和个性化教育。对于教育而言,人工智能意味着“解放”而非“取代”[12],其与教

育者的关系不是“适者生存”的替代关系,而是“协同共生”的盟友关系,二者在人机协同的教育过程

中有各自的“生态位”和独特优势。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在大规模数据处理、运算速度、逻辑思维等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教育者在创造力发挥、情感沟通、意义阐释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二者应优势互

补、各司其职[13]。最后,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应指向未来教育,以促进未来教育的发展为终极目

标,积极构建未来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

二、国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

对于国外文献,我们以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以“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
ligenc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跨度设定为2014—2018,文献来源选择“Article”,剔除与主题相关

度不高的无效文献,经筛选共得到196篇文献。按照要求导出所选文献数据源,利用CiteSpace软

件进行分析,运行节点选择“Keyword”,得到图2、表2和表3。由图2、表2、表3中的关键词可归纳

出国外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同样分为概念界定、技术支撑、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4个层面。

图2 国外教育人工智能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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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外教育人工智能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56 11 Environment(环境) 6
2 Education(教育) 28 12 Science(科学) 6
3 System(系统) 10 13 Future(未来) 5
4 Model(模型) 10 14 Algorithm(算法) 5
5 Highereducation(高等教育) 9 15 Machinelearning(机器学习) 5
6 Technology(技术) 8 16 Augmentedreality(增强现实) 4
7 Design(设计) 7 17 Computer(计算机) 4
8 Student(学生) 7 18 Feedback(反馈) 4
9 Intelligenttutoringsystem(智能辅导系统) 7 19 Artificialintelligenceineducation(人工智能教育) 4
10 Bigdata(大数据) 7 20 Knowledge(知识) 4

表3 国外教育人工智能高频关键词中心性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1 Design(设计) 0.3 11 Augmentedreality(增强现实) 0.09
2 Technology(技术) 0.28 12 Knowledge(知识) 0.07
3 Bigdata(大数据) 0.23 13 Medicaleducation(医学教育) 0.07
4 Education(教育) 0.19 14 Intelligenttutoringsystem(智能辅导系统) 0.06
5 Environment(环境) 0.19 15 Computer(计算机) 0.06
6 Science(科学) 0.18 16 Artificialintelligenceineducation(人工智能教育) 0.06
7 Highereducation(高等教育) 0.16 17 Emotion(情感) 0.06
8 Internet(网络) 0.15 18 Future(未来) 0.05
9 Student(学生) 0.1 19 Feedback(反馈) 0.05
10 Model(模型) 0.09 20 Algorithm(算法) 0.04

  (一)教育人工智能的概念界定

由图2、表2和表3可知,教育人工智能核心概念词汇的频次和中心性不高,折射出国外对于教

育人工智能核心概念的界定重视度不够。概念词汇中,中心性最高的词是“Artificialintelligencein
education(人工智能教育)”,可见国外学者更加倾向于把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称之为“人工智能

教育”。Jonathan Michael等 人 在 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 Education:Big
Promises-BiggerChallenges(《人工智能和教育的未来:更大的承诺-更大的挑战》)一文中,对“人
工智能”和“教育”分别进行了解释:“人工智能”既属于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属于认知科

学,它通常是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智能,且由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来执行操作;而“教育”是指使人

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并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14]。由此可推断出“人工智能教育”的内涵,即通

过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使学生获得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育方式。而在

Timms的文章Let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inEducationOutoftheBox:EducationalCobots
andSmartClassrooms(《让人工智能教育挣脱束缚:教育机器人和智慧教室》)中,提到人工智能教

育是计算机科学、教育研究、认知心理学、教学设计等多个领域交叉融合的产物[15]。由此可见,国
外对于人工智能教育的界定是十分模糊的,它只有一个领域范畴的大致划分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内

涵阐释。
(二)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

图2、表2和表3显示,“Model(模型)”和“Algorithm(算法)”在技术层面提及的频次较高。模

型(Model)为系统运行提供了框架基础,是指引系统运行的蓝图。而算法(Algorithm)层的构建是

系统运行的核心。国外致力于构建多样化的算法和模型,通过在不同的运行流程采用不同的算法,
使每一个环节都得到最优化运行,为应用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此以国外教育人工智能

的典型应用Knewton平台、DreamBox系统和 ALEKS系统为例,介绍它们各自的算法和模型。

801



Knewton平台利用心理测量模型和贝叶斯网络概率模型,配合统计学和概率学算法来检测学生现

阶段的认知水平,并基于此为学生推荐最优的学习路径。DreamBox通过实时监测学生的行为数

据,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为学生推荐学习内容,培养学生对于数学概念的理解能力。而ALEKS系统

则是基于知识空间理论和多轨道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和遗传基因算法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体验。三大典型应用的平台或系统都注重模型的搭建以及多样化算法的融合,由此可见,国外

对于模型和算法的构建更加成熟,故而能开发出教育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应用平台或系统。
(三)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从表2和表3中的“Highereducation(高等教育)”和“Medicaleducation(医学教育)”可以看

出,国外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和医学教育两个领域。Camilleri的文章Robot-
proof:HigherEducation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防范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

等教育》)中提到,高等教育要注重创造力的培养,而创造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教育人工智能来实

现[16]。由于大学生群体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素养,并且对于新兴技术的学习能力和包容性很强,加
之人工智能具有全知全能、见微知著、无穷算力、自我进化的特点,因此可以给大学生预留充分的思

考空间,有利于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而Hashimoto等人的文章ArtificialIntelligenceforIntra-
operativeVideoAnalysis:MachineLearningsRoleinSurgicalEducation(《用于手术视频分析的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外科教育中的作用》)中提到了教育人工智能对于医学研究领域的促进作用。
由于医学领域知识体系和实操技能本身的难度,以及学习者对于高效学习的追求,仅仅通过观看和

编辑手术视频进行常规的视频指导已无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人工智能技术很好地弥补了这

一不足。它可以自动地对手术视频进行切割、分类和汇总,并按照学习步骤将其分为多个短小精练

的小视频,以方便医学生学习使用,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17]。除了高等教育和医学教育,人工智能

技术还被应用于工程教育领域。在工程教育课堂,可以通过教育人工智能开发诸多教育类游戏,增
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

(四)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在发展层面,“Design(设计)”和“Technology(技术)”出现的频次较高,说明国外学者对于教育

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注重其科学合理的框架设计以及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设计是大方向,是整

个系统的框架和蓝图,对教育人工智能的良好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未来的设计首先应保证科学

性和合理性,即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其次应更好地与学习环境、教师及其实践、文化规范、现有

资源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任务相结合[18]。此外,国外一直致力于教育人工智能在技术领域

的突破,突破的方向主要包括三个。(1)创建社会交互网络。从交互设备来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固

定端的PC平台或系统,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端进行交互;从应用平台来说,除了 MOOC平

台的交互式问答,还可以通过各大社交平台,如微信、Twitter等实现实时互动,甚至可通过建立虚

拟实践社区进行主体交互。(2)探索教学主体与支持技术之间的新联系。如创造类人的教育合作

机器人来辅助教师完成教学。机器人可以在智能学习环境中与学生进行实时交互、为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额外帮助、保持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兴趣、回答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等,以此来优化课堂教

学效果。(3)研究物联网在教育中的作用。如在教室中放置传感器,通过构建“智慧教室”来帮助教

师完成课堂管理任务和教学任务。

三、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对比

(一)概念层面:国内混淆使用,国外界定模糊

研究发现,无论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关联并未达

成清晰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国内学者对于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众说纷纭,概念之间存在混

淆使用的现象,且对于核心概念之间关系的把握不清晰;国外学者对于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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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模糊,重视实践探索而轻视理论研究,且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教育方向。基于

此,本文对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智慧教育、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教育人工智能、人工智

能+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关系图

“人工智能+教育”是继“互联网+教育”之后的又一个教育信息化“爆点”,也是继互联网时代

之后,又一个席卷全球的科技创新,必将为教育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人工智能+教育”是一个庞大

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多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形态,而“智能教育”只是其中之一。由于智能教

育兼具目的性与技术性双重属性,故其包含了“人工智能教育”和“教育人工智能”两大方向。目前,
国内的研究大多偏向于教育人工智能方向,而国外则偏向于人工智能教育方向。此外,“智能教育”
与“智慧教育”并不等同,“智能教育”的英文表述为“IntelligenceEducation”,而“智慧教育”则为

“SmartEducation”或者“SmarterEducation”,因此,一些国内文献将两者混用是有误的。《教育信

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以智能技术为手段、以智慧教育为先导理念”,由此可以看出,“智
慧教育”是“智能教育”的理念引领,而“智能教育”是“智慧教育”的技术“使能”。目前,有关“智慧教

育”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遥遥领先,可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却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技术

条件。因此要想实现突破,就需要秉承“技术变革教育而非引领教育”的理念,使智慧教育在实践中

发挥理念引领的作用,作为指导实践的蓝图,而智能教育则发挥技术“使能”的作用,从实践层面加

以推进[19]。
(二)技术层面:国内注重数据层,国外强调算法层

在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层面,国内学者致力于大数据层的构建,而国外学者则致力于算法层的

构建。根据技术框架来分析,国内研究处于第二层,即大数据层的突破阶段;国外研究处于第三层,
即算法层的突破阶段,其各自所面临的瓶颈不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往零散的、碎片化的教

育数据得以整合,并通过技术转换呈现给教育者,使教育者能够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有利于

实现因材施教。“大数据”内在地包涵了教育管理数据和教学行为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

教育者可以全过程监测学生的动态数据,并开展实时分析和深度挖掘,以判断学生当前的学习状

态,对其实施针对性的辅导。国内学者致力于大数据层的构建,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为学生构造

个性化的学习空间,进而推动教育从过去的“经验主义”逐步迈向“数据主义”。而国外学者则更加

注重算法层的构建。算法层是教育人工智能的核心。一些基本的人工智能系统采用单一的算法,
如蒙特卡罗算法。但显然,单一的算法已经不能匹配复杂的系统,当下的自适应系统和智适应系统

都采用多样化的算法,如机器算法、遗传基因算法和贝叶斯网络算法等。此外,还需将多种算法应

用于系统运行流程的不同阶段,以使每一种算法都能在各自的流程中发挥最大功效。如ALEKS
智适应学习系统即是采用多轨道模型来综合多样化的算法,其中贝叶斯网络算法被应用于先行测

验阶段和习题靶向阶段。
(三)应用层面:国内领域单一,国外涉猎广泛

在应用领域方面,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而国外学者则更加关注医学教

011



育、高等教育和工程教育领域;在应用理念方面,国内学者更加强调教学模式的变革以及个性化学

习地位的凸显,国外学者则更加强调智能辅导系统的开发;在应用实例方面,国内的研究仍处于单

一系统的研发阶段,如人工智能测评等细分领域,并没有触及教育的核心部分,而国外的研究则处

于综合化系统研发阶段,如美国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独角兽Knewton自适应学习平台和ALEKS
智适应学习系统,它们成功应用于K12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不难发现,国内在教育人工智能的

应用方面较为单一,而国外则更加注重实践层面的开发,因此涉猎更为广泛。未来,国内教育人工

智能的发展应力求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从竖向看,覆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全学段教

育;从横向看,覆盖职业教育、工程教育、医学教育等全类型教育;从方式看,覆盖线上教育、线下教

育、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等全模式教育。此外,还应注重综合性系统的研发,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教

育,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人工智能的优势,最大力度地推动教育领域的变革。
(四)发展层面:国内着力人才培养,国外注重技术突破

关于教育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国内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国外则更加重视技术突破。目前,国
内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处于基础阶段,技术框架的搭建急需从大数据层的研发过渡到算法层的

优化,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为其贡献力量。因此必须构建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以获取推进教育

人工智能纵深发展的原生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从6个方面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

出了要求:第一,开展基础教育人工智能科普活动,提升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的基本认知;第二,开设

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学科,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第三,组建

人工智能的高端人才队伍,作为促进技术革新的原生力量;第四,加强人工智能的劳动力培训,提供

大量的产业工人;第五,培育重大的科技创新基地,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第六,持续推进智能

教育,深化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相较国内重视人才培养,国外则重视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
现阶段,国外的技术瓶颈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多样化算法的融合。每种算法都有自己的优

势和劣势,要寻找与其相匹配的运行流程,构建最佳契合点。第二,教育机器人的优化,研发类人的

教育合作机器人。第三,AR与VR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AR与VR技术与教育人工智能的融

合,可以增加知识的表征形式,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从而为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

奠定基础。第四,物联网相关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嵌入使构建学习环境、教师、
学生三位一体的智慧学习空间成为可能。以上这些新兴技术的突破将引发极大的教育变革。

四、结 语

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揭示了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性,了解了教育人工

智能发展的现状。未来,教育人工智能要实现突破性发展,还需在概念、技术、应用、发展四个方面

做出努力。在概念研究方面,需要清晰界定核心概念并厘清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切忌混淆使用。
在技术方面,国内的发展重点在于突破自然语言处理、人脸识别等技术瓶颈,逐步由大数据层的构

建过渡到算法层的搭建。国外的侧重点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多样化算法的融合,在智能

平台和智能系统中建立多轨道模型,允许不同算法在各自擅长的轨道发挥优势。第二,创新社会交

互模式,探索师生与技术之间的新联系,如创造类人的教育机器人参与师生互动。随着智能化时代

的变迁,教育机器人将成为具备主体性的独立个体,与师生共同构成学习共同体。第三,融合新兴

技术,拓展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随着5G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将与AR、VR、物联网等新兴

技术融合,将“人的连接”扩展到“万物的连接”,以此为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一条更宽更快的高

速公路,从而全口径地突破技术壁垒,给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在应用方面,教育人

工智能应致力于全阶段、全类型、全模式的教育覆盖。在发展方面,既要重视教育人工智能的人才

培养,又要重视技术突破。这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人才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原生动

力,技术突破依赖于优质人才的输出。教育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任重而道远,既需要理论研究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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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挖掘,也需要技术研究的渐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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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otspotComparisonbetweenChineseandInternationalResearchinEducational
ArtificialIntelligenceBasedonCiteSpaceKeywordCooccurrenceAnalysis

WENXinyue,ZHOUQi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trendofintellectualizationis
coming.Thedeepintegr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educationhasbecomeaninevitabletrend,
andeducationwillfaceanewroundofreformandfinallyusherinaneweraofeducation.Inthisbib-
liometricstudy,“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rese-
lectedasthekeywords.Thetimenodeissetbetween2014and2018.PapersaresearchedintheCNKI
andWebofSciencedatabases.CiteSpaceⅤwasusedtoanalyzetheselectedpapers.Basedontheanal-
ysisofkeywordsandgraphs,itcanbeconcludedthattheresearchhotspotsofeducational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Chinaandinternationalcommunitymainlyfocusonthefouraspectsofconceptdefini-
tion,technicalsupport,applicationfieldanddevelopmentdirection.Finally,throughthecomparative
analysisofthefouraspectsoftheory,technology,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thedifferencesbe-
tweeninternationalandChinasresearchhotspotsof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reobtained,so
astoprovideideasforthedeeperdevelopmentofeduc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inChina.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lligenteducation;deeplearning;hig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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