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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时代减轻教师
教学负担的创新路径

———基于自动出题与个性化写作的研究

刘 明,罗 程 丹,袁 桂 琳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随着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师生比逐渐降低以及学习资源的多样性,教师需要花大量时间出题、批
改作业以及提供个性化文本反馈,因此教师减负成为现代教育的工作重点。近年来,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驱动了人工智能的实质进步,形成了智能教育时代“AI+教师”协同教学的新形

态。综述了国内外人工智能在自动出题和自动写作个性化反馈的研究现状,重点描述了笔者近年来开发的

中、英文智能化教学系统及其应用实践研究。最后,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放教育力、正确看待人工智能、智
能系统融入教学等方面提出加强“AI+教师”协同教学深度融合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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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教师承载着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肩负着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1],
对社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但是,随着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师生比

逐渐降低,导致教师出题、批改作业等工作压

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长期承受超负

荷工作,往往感到身心俱疲,产生职业倦怠,甚
至因此离职[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UNESCOUIS)发布的《2019年世界教师日

概况介绍》显示,英国有56%的教师表示教育

数据的收集和处理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工

作负担,2/3的美国教师缺乏使用数据改善教

学质量的能力。鉴于此,2019年的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明确指出,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形成

合力,切实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以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并发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

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4]。
该意见的发布,既体现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

需求,也契合了智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了2.0
时代———智慧教育时代———成为信息化教育

发展的新境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教育形态。
智慧教育是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生态化学习

环境,通过培植人机协同的数据智慧、教学智

慧与文化智慧,本着“精准、个性、优化、协同、
思维、创造”的原则,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成效的

教学方法,让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

习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使其由不能变为可

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人

格品性、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较
深的创造潜能的人才[5]。换句话说,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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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人机协同作用以优化教学过程与促进

学习者发展的未来教育范式[6]。2018年1月,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

学”的教师队伍建设目标任务[7]。在智慧教育

时代,一方面,教师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

教育领域的主体力量,是智慧教育目标得以实

现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需要主动适应智慧

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另一方面,智慧

教育技术智能化、环境虚拟化和资源丰富化[8]

等特征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教师智慧化教学

带来了新的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赋能智慧教育的重要

手段。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自

2006年加拿大的辛顿(Hinton)在《科学》杂志

上发表关于“深度学习”概念以来[9],深度学习

在文本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多个领域

的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识别准确率远远

超过通过传统机器学习技术所获得的识别结

果,由此掀起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新革

命[10],逐渐形成了“AI+教师”协同教学的新形

态。根据协同程度的高低,周琴等将人机协同

分为“AI代理+教师”“AI助手+教师”“AI导

师+教师”“AI伙伴+教师”四种。这四种形态

相互协同、共同服务于教学,把教师从繁琐而

重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充

足的时间和精力应对更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

工作。比如,AI代理可以承担自动出题、作业

反馈等事务性的教学工作,而教师主要承担教

学设计、情感交流、能力提升、综合评价等创造

性的教学工作。

  二、自动出题系统与个性化写作反馈:
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自动出题系统,减轻教师出题负担

自动出题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研

究,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从知识库中自动

生成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等题目类型,或
者通过集成的学习资源自动生成问题。国内

学者廖银祥等提出了一种集成多种迁移学习

策略的指针生成网络的神经序列到序列框架,
通过构建模型来捕捉文章中生成问题的隐藏

信息,为中学生创建一个繁体中文教育资源的

系统,帮助教师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全面的问

题,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帮助学生

取得比 仅 学 习 教 科 书 和 笔 记 更 好 的 学 习 结

果[11]。吴宗宪等提出了一种主题建模来分割

文章、提取句子的方法,以生成一对问题和答

案。实验证明学生对这种方法生成的问题的

接受度提高了7.3%,能够生成事实类的问题,
帮助学生拓展事实类的知识,了解自身知识的

缺陷[12]。王伟明等描述了一个医学E-Learn-
ing系统,用于评估学习者完成阅读材料后的

理解力,该系统从给定的医学文献学习材料中

自动生成问题,并支持在线评分和及时提供反

馈[13]。国外学者马齐迪(Mazidi)运用四种分

析方法对文章进行分析,以识别重要概念、核
心句子和关键词,把他们组合到一起来产生高

质量的问题,以吸引学生对重要的文本材料的

注意,培养学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产生更高

层次的理解[14]。为了减少传播问题和答案带

来评估不准确的风险,罗伯托(Roberto)等提出

了AQG、ADG和 AAG三种新算法来帮助教

师自动生成个性化的问题来评估学习者对学

习材料的理解程度[15]。Nguyen-ThinhLe提

出一种在协作论证过程中根据学生要求生成

问题的技术方法,通过分析自然语言的语法结

构,从维基百科的文档中提取主要概念,并使

用 WordNet上提供的语义信息来生成问题,以
支持学生在讨论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论点[16]。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作为教师的“助手”注
入到教学活动中,已经可以通过人机协同产生

问题。自动问题生成技术能够辅助教师快速

地生成大量较为简单的问题,通过教师和自动

问题生成技术的协同能够生成高产量且更高

质量的问题。刘天宇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模板

的方法和Seq2Seq学习的神经网络架构,基于

NLPCC2017KBQA提供的中文知识库生成

了高度正确且多样化的简单问题,大量减少了

创建简单问题的时间,使得教师可以把更多的

精力放 在 深 层 问 题 的 创 建 上[17]。艾 努 法 赞

(AinuddinFaizan)等从幻灯片中提取相关信

息,并查询知识库来创建不同种类的多项选择

题,以激发学生对幻灯片的学习热情,有助于

学生更好地学习幻灯片的内容[18]。Yi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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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等提出了一个基于web的人机协同自动

问题生成系统,该系统能够生成不同类型的问

题,根据教师输入的英语文本,系统自动生成

某些关键字,教师可以选择包含或者删除某些

关键字,最后生成阅读理解问题和语法选择问

题,该 系 统 极 大 地 节 约 了 教 师 设 置 问 题 的

时间[19]。
(二)个性化写作反馈系统,减轻教师反馈负担

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者们开始进行

自动写作反馈的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为个性化写作学习提供了可能,运用人工智能

辅助个性化写作学习是对传统写作学习的补

充和完善。个性化写作反馈研究主要针对写

作基本技能和高级学术写作技能培养。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设计并开发出不同形

式的自动写作反馈系统来支持学习者的写作。
很多写作反馈系统从学习者词汇、语法、结构

等方面辅助写作学习,进而培养学习者基本语

言写作技能。杨晨等利用多元回归、向量空间

模型、潜语义分析三种方法对汉语作文进行自

动评阅研究[20],对作文词汇、语法给出评阅结

果。梁茂成等利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技术、智能

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等技术

设计开发的iWrite2.0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

统可以提供包括语言、内容、篇章结构和技术

规范四个方面的反馈信息,学生依据反馈信息

进行写作并自主修改[21]。除此之外,国内也有

少数的商业性自动写作系统被开发出来并广

泛应用于各大高校,比如浙江大学开发的冰果

智能写作评分系统,该系统能在分数、词汇、语
法、文风、内容等多方面提供意见反馈[22]。由

北京词网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句酷批改网有

及时反馈、按句纠错、检测抄袭等批改反馈功

能[23],同时指出词汇、语法、拼写及标点等方面

的错误,并提供词汇搭配学习建议[24]。国外最

具代表性的自动写作反馈系统主要有Criterion、

MYAccess和 WritingRoadmap,从写作内容、组
织、遣词和句式的多样性、语体、语法以及写作格

式和规范方面对作文进行分析,提供多维度的反

馈,可用于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25]。
其次,也有部分学者从学术写作角度设计

开发写作反馈系统,帮助大学生进行学术写

作,提高其学术能力。林(Lin)等设计开发了一

个英文学术论文写作指导系统(EEJP),该系统

能对学习者的写作提供个性化指导,比如根据

写作内容自动推荐写作结构与分步骤的写作

模板,以帮助学习者逐步完成写作,提高其学

术写作能力[26]。拉普(Rapp)等研究了学术论

文写作的规模化教学工具ThesisWrite(TW),
该系统提供许多写作支架,比如结构化的模

板、实时同伴互助、写作模型等,从而提升学习

者论文写作拼写的准确性、内容的丰富性、结
构 的 完 整 性 等[27]。韦 斯 顿 · 塞 门 泰 利

(Weston-Sementelli)等使用提供写作策略的

WritingPal(能帮助学习者起草论文,提供有针

对性的反馈)和提供阅读策略的iSTART(提供

视频教学和指导练习,提高学习者对文章内容

的自我解释能力)两个智能辅导系统帮助学习

者写出了更高质量的文章[28]。综上所述,虽然

这些写作反馈系统对学习者的写作能力有一

定的提升作用,但系统缺乏个性化针对性反

馈,需要加强个性化写作研究,促进个性化写

作学习的发展,争取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学

习服务。

  三、自动出题系统与个性化写作系统

案例的深度剖析

  近年来,笔者主持和参与了国内外智慧教

育项目,开发了中、英文自动出题和个性化写

作反馈系统,并在小学和大学课堂对其进行应

用实践研究。
(一)自动出题系统案例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协助教师自动生成题

目,减少教师设置题目和批改作业的负担。

SAM是一款在线智能作业管理系统,辅助

教师对阅读理解自动产生测试题。该系统对

4500个常用汉字的字形、结构、偏旁部首、笔画

顺序、语音和语义等特征的进行了编码,利用

机器学习算法和提问策略,查询与目标字最相

似的干扰项,最后以多项选择题的呈现方式,
辅助教师出词汇练习题[29]。除此之外,该系统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阅读材料内容,
并通过人工编制的问题产生规则,将原文主要

内容转换为疑问句,辅助教师出阅读理解简答

题。该系统已在重庆市两所学校3-5年级的

学生进行了应用示范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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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使用该系统的师生调查和访谈发

现,教师们对系统出题效率和辅助阅读理解教

学效果都非常满意。学生们对系统可以加深

生字的认识、帮助文章的理解表示赞同。同

时,笔者也发现大多数学生更喜欢用平板电脑

来使用系统,因为他们认为平板电脑有使用方

便、有趣以及可以练习写字等优势。这种自动

问题生成系统能够帮助教师生成特定内容的

问题,降低时间成本,使得教师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指导学生上面。
导师时常会审阅许多篇文章,并需要反馈

文章的修改意见。学生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往
往会犯许多低级的错误,从而导致导师审阅文

章的时间增加,压力变大。基于此,笔者开发

了一款在线自动写作反馈工具G-Asks,以问题

的形式,提供一个完整的写作—评论—反馈循

环的方案来支持写作活动,帮助大学生提高英

文学术写作水平。该系统重点分析文献引用

的文本内容,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自动对文本内

容进行分类,根据分类结果,系统自动产生问

题提示语,帮助学生对文献引用进行反思(表

1)。通过将自动问题生成技术运用到学生文

章写作过程中,帮助学生识别在文章写作过程

中的缺陷,培养学生推理和学习的能力,同时

减轻导师审阅文章的压力。

表1 G-Asks产生的文献综述写作反馈问题例子[30]

引用内容 引用类别 反馈问题

  Cannon(1927)对这一观点提出了

质疑,提到生理变化不足以区分情绪。
观点

  为什么Cannon质疑这个观点,提到生理变化不足以

区分情绪? (Cannon提供了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其
他学者是否同意Cannon的观点?

  当演员表达情绪时,这种分类准确

率从70%提高到98%,而计算机在分

类5~7种情绪时几乎表现相同。(Da-
vis,2001)

结果

  Davis是否客观地表明,当演员表达情感和计算机执

行时,这种分类准确率从70%提高到98%? (测量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如何?)它与你研究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Gawlik(2003)研究了在压力和温

度范围为30~50Mpa和330~410°C
的水中的生物质转化。

目标

  为什么 Gawlik要进行这项研究,调查生物质在压力

和温度范围为30~50Mpa和330~410℃的水中的转化?
(Gawlik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什么? Gawlik对我们理解所研

究的问题有何贡献?)

  为了研究系统生成问题的质量,笔者在某

大学“研究方法”课程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了

33篇大学生开题报告。根据开题报告内容,系
统、学生同伴、导师分别产生了与文献引用相

关问题数量为161,107,133。此外,笔者也使

用了5个常用于文献综述的固定问题作为评价

基准。33个学生对这些问题质量进行评价。
实验结果表明:由于系统问题是针对具体写作

内容产生的,系统问题质量高于一般用于文献

综述的固定问题;同时发现,系统问题质量高

于大多数学生同伴互评问题质量,这是因为大

多数学生以产生的事实类问题为主,问题深度

不够;此外,系统问题和导师问题质量在有用

性方面的区别没有显著性差异。学生们很难

区分人产生的问题和系统问题(61%的系统问

题被误认为同伴和导师问题)。
(二)个性化写作反馈系统案例

写作是思想的表达和语言的延伸,能在一

定程度上检验学习者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

Cooperpad是一款在线实时协同写作工

具,提供可视化群体感知反馈,促进小组协同

写作学习[31],能够持续收集群体成员的写作行

为,分析并可视化他们的专注度,以便与他人

进行比较。该工具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者专注

度的可视化来激发协作写作过程,并使教师能

够更加容易地促进小组协作。此外,由于整个

写作和互动的历史都被记录下来,因此可以对

个人的写作行为模式进行动态分析。
图1展示了系统主界面,中间区域为每位

小组成员的写作内容,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成

员的写作内容,左侧的小组成员专注度柱状图

和右侧小组整体时间和字数状态图让小组成

员实时了解同伴以及小组整体的写作情况。
这些群体感知图通过社会评估和比较心理学

原理,增强小组成员行为参与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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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ooperpad支持实时协同写作学习

  为了验证该系统对协作写作的影响,笔者

选取西南某重点大学学习《(J2EE)开发》课程

的120名三年级工科学生。这些学生被随机分

成40组,每组3人,其中24组为实验组(使用

带有可视化支持的Cooperpad),16组为控制组

(使用没有可视化支持的Cooperpad)。学生们

被要求在实验课上协同写一份项目建议书。
研究结果显示,与没有群体感知支持的学生相

比,使用群体感知支持的开放式学习工具的学

生写出更多的单词,表现出更多的任务行为。
在整体项目提案的质量方面,没有发现实验组

和控制组之间的显著差异。然而,在写提案最

困难的部分时,实验组的学生明显优于控制组

的学生。最后,关于学生的情感投入,大多数

学生对系统表达了积极的情绪,并认为可视化

工具对他们完成小组任务起到了促进作用。

AcaWriter是一款在线学术写作分析反馈

工具,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传达特定修

辞功能的句子,从而产生个性化报告和形成性

反馈,辅助学生修改学术写作[32]。目前AcaW-

riter支持四种学术写作任务,包括研究摘要、
研究介绍、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性反思报告,包
含两个主要的类型反馈模式:分析类型,提供

对研究性写作和广泛的大学水平写作所熟悉

的学术修辞动作的反馈;反思类型,为学术性

反思性写作提供反馈,以记录他们对事件或情

况的想法、感觉和反应,并要求学生反思经历

与其专业实践发展之间的关系,形成性反馈鼓

励学习者关注进步,而非成绩。
图2展示了AcaWriter写作(左侧区域)和

个性化反馈报告(右侧区域)主界面。其中图3
右侧区域对文本中含有修辞功能的句子进行

自动标注,便于学生反思。为了实施AcaWrit-
er并将其有效地整合到学科教学环境中,笔者

采取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和问卷访谈调查,
与不同学科教师合作,共同设计了学习任务,
将工具集成到有意义的教学和学习活动中,为
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形成性反馈。这种情境化

可以增强现有的教学实践,以帮助学生有效地

使用支持学习的工具。

图2 AcaWriter学术写作和个性化写作分析报告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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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Writer工具已经在许多教学中得到了

实施,例如法律、会计、研究生学术写作、药学

等课程。综合多项特定学科教学背景下的研

究结果发现:AcaWriter工具可以根据不同的

学习环境进行定制,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其次,教师们普遍认为 AcaWriter有利于减轻

教学负担,提供教学反馈。由于系统可以帮助

学生们修改论文,提高论文写作质量而得到了

大多数学生的认同。

  四、走向人机协同教学,实现教师的减

负增效

  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教

育应用方面的潜能将被逐渐释放,未来的教育

将是教师与人工智能协作共存,智能代理不会

取代教师,它们将辅助教师处理繁重的教学任

务,让教师更关注于育人[33]和成为教学的促进

者[34]。为了把这些智能教学软件和教学深度

融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放教育力,助力

教师减负增效

智慧教育时代,人工智能利用数据算法在

技术层面上实现了“自动出题、智能写作反馈、
智能批改作业等”,替代了教师部分繁重、琐碎

的事务性工作,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创

造性的工作,使教师真正成为“灵魂工程师”,
成为学习的组织者、服务者、研究者和创新者。
无论是在教学过程的效率提升还是在教学结

果的呈现上,智慧教育都给传统教学方式注入

了新能量。例如科大讯飞的智慧课堂,有效链

接课前、课中、课后的所有学习环节,为教师节

省了“作业批改、学习数据统计”等大量繁复的

“体力劳动”,使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思

考“如何上好一节课上”,安安心心教书育人。
而对学生来讲,则可以得到更为个性化的作业

及练习,远离题海,借助智慧教育的智能技术

做到个性化教学,赋予学生更多自主性,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为学生的未来生活

和发展做准备,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让教育回

归本源,让教师回归本真。
(二)正确看待人工智能,合理使用智能教

学系统

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对教育的变

革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我

们要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人工智能对教

育的冲击。人工智能的核心在大数据的算法

和模型,即:将一切皆可计算的口号视为其合

理性存在的宗旨[35]。人工智能在解放教师劳

动力的同时又有其能力的“有限性”[36],因为没

有任何算法模型是完美无缺的,也就是系统都

会有一定的瑕疵和不足。作为教师,需要正确

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优缺点,正确识别和把握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活动范围”,这是智慧

教育时代人机协同的重要前提。对人机协同

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让人和机器取长补短、各
司其职,谨慎使用系统,利用系统的不完美和

局限性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批判

性思维能力。比如,在利用写作反馈系统进行

教学时,学生批判性地反思写作反馈系统对他

们写作文本的评价与反馈,如果他们认为某个

反馈不正确,就对其提出质疑并解释。同时,
教师应结合写作评价体系和规则,根据他们在

此过程中获得的理解对他们进行反馈与评估,
这样机器的局限性就会被人类的智能所弥补。
总之,我们既要学会利用智能系统帮助教学,
但又不能完全依赖于智能系统,需要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明确技术应用的有限性,正确认

识其地位与价值。
(三)将智能系统深度融入教学,发挥其有

用性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教学方法的改革,
要促进智能教学软件在教学中的有效运用,就
需要将系统与教学进行融合。首先,教师要熟

悉智能教学系统。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系

统,教师和人工智能工程师可以共同参与系统

设计,让教师更清楚系统的原理,以获得教师

的理解和认可,增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感,进
而在 教 育 教 学 中 合 理 有 效 地 运 用。例 如,

AcaWriter的形成性反馈模板是教师和人工智

能工程师共同参与设计的内容。这种教师参

与系统设计的方式使教师了解设计过程、设计

结果以及两者对我们的教学实践有何影响,让
教师更加了解系统的功能,发挥系统的作用。
其次,任何教学系统的使用都不是拿来主义,
需要教师将其精心地融入教学环节中,当然,
这也对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课堂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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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进行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时,对于小学生来讲,阅读较难且枯燥,
因此阅读兴趣不浓,学生课堂提问表现不佳,
此时教师可以利用自动出题系统帮助学生检

查提问水平,提升阅读兴趣和阅读水平。另

外,在智慧教育时代,为了更好地将智能教学

系统融入教学中,教师应该学习教学新方法、
新设计,在 教 育 创 新、教 育 改 革 方 面 贡 献 新

思想。
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真的能减

轻教师负担吗?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观点。
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可以减轻教师负担,比如批

作业、改试卷等重复性低价值工作,提升了教

学效率,可以拥有更多时间从事如何更好地教

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等创造性工作。但是也

有部分教师觉得这些智能教学系统不仅没减

轻教师负担,反而还增加了教师新的负担。不

仅需要增加学习更多新知识,比如人工智能相

关知识、系统使用知识等,而且还增加了时间

成本,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教
师会更累。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短

期来看,教师学习系统使用相关人工智能知

识,确实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长期来讲,有
效地使用智能教学系统,的的确确会为教师减

轻负担,而且这种效益是永久的。未来随着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学
习能够实现真正的个性化,系统能为每个人做

个性化推荐、实时纠错和反馈并动态选择最优

的自适应学习方式。教师会越来越轻松,学生

也会更加感兴趣,学得更轻松。人工智能的发

展必将是智慧教育发展的绝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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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QuestionandWrittenFeedbackGeneration:AnInnovativeWayto
ReducetheTeachingBurdenofTeachersinTheEraofSmartEducation

LIUMing,LUOChengdan,YUANGuili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sthenumberofstudentsincreasesyearbyyear,theteacher-studentratiograduallydecrea-
ses,andthediversityoflearningresources,teachersneedtospendalotoftimecreatingquestions,cor-
rectinghomework,andprovidingpersonalizedtextfeedback.Therefore,reducingteachersworkload
hasbecomethefocusofmoderneducation.Inrecentyears,thebreakthroughandwideapplicationof
machinelearningand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technologyhasdriventhesubstantialprogressofar-
tificialintelligence,forminganewformof"AI+Teacher"collaborativeteachingintheeraofintelli-
genteducation.Thispapersummarizesthecurrentdomesticandinternationalresearchstatusofartifi-
cialintelligenceinautomaticquestiongenerationandautomaticpersonalizedwritingfeedback,and
mainlydescribestheintelligentteachingsystemofChineseandEnglishdevelopedbyourresearch
teaminrecentyearsanditsapplicationandpractice.Finally,fromtheu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technologytoliberateeducation,areasonablejudge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lligentsystemin-
toteachingandotheraspects,thispaperputsforwardrelevantsuggestionstostrengthenthedeepin-
tegrationof"AI+Teacher"collaborativeteaching.
Keywords:smarteduc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utomaticquestiongeneration;writing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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