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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其对AI+教育的发展理念基本达成共识，即以学习者为中心，
从外置型技术辅助走向内融型技术渗透。学界将继续挖掘教学目标与机器规则的可
适配性，开发特定教育场景下的关键技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业界玩家而言，具备
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将成为其竞争的突破口，可在当前关注度不高的
特殊教育领域或者其他细分赛道当中探索更多应用场景。

校外教育在线化蓬勃发展，校内教育信息化稳中求进，资本与市场驱动消费体验升
级，政策与技术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校内外教育市场供需缺口凸显，亟待智能化解
决方案加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以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个性化。

整体市场规模超400亿，泛AI产品的渗透率不高，B端对AI解决方案直接付费的意
愿更强，受教育用户较长的技术接受周期影响，C端商业化难度较大。主要应用当
中，口语测评与拍照搜题的用户渗透率较高，但人工智能自适应仍在探索。走班排
课与校园安全是学校的刚需，校内外AI课堂正同步推进，其中海量数据的获取与利
用成最大障碍，智能化程度较低，教学效果有待验证。

参与者众，五类玩家打法各有千秋，覆盖面广，四类场景渗透程度不一。ToC方面，
外围教学环节AI程度高，内核教学环节仍在探索，ToB方面，管考场景商业化落地
进程较快，但底层数据尚未打通，真正实现千人千面教学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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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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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的定位
为教育现代化建设打造智能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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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产业当中，金融、营销、安防、客服领域在IT基础设施、数据质量、对新技术的接受周期等AI发展基础条件方

面表现较优，其商业化渗透率和对传统产业的提升程度较高。而教育行业整体AI化程度较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解决方

案的落地效果表现一般，但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与市场对AI的强烈需求，AI+教育的商业模式逐渐清晰，价值空间较高。

在教育产业当中，校外教育向在线化发展，校内教育向信息化发展。校外教育方面，在线化教学的的用户体验粗糙且教学

效果模糊，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周期较长，更加智能化的产品值得探索。此外，校内师生的信息素养不高，且信息化设备

使用频率较低，均导致核心教学数据缺失，最终加大了教育数据挖掘分析的难度，因此亟待智能化解决方案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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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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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的定义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场景下的应用
对“AI+教育”的定义既要回归技术的本质，始终围绕基础数据、核心算法与服务目的，也要回归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

始终关注教育目标及其评价方式。因此，本文认为，“AI+教育”是指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与发展的条件下，以基

于教育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为路径，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个性化。具体来看，“AI+教育”是人工智

能在教育领域中创新应用的技术、模式与实践的集合，可划分为“计算智能+教育”、“感知智能+教育”和“认知智能+

教育”，即AI+教育正从“能存会算”向“能听会说与能看会认”发展，最终实现“能理解与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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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穷举和匹配搜索等
方法实现海量学习资源
的存储与传递，构建智
能化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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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学建模和基于大数据的
深度学习等方法对人类感知能
力进行模拟，以实现语言教学、
口语测评和图像搜题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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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人类的推理、联想、知识组
织能力，使得机器和人一样能够
理解、会主动思考并采取合理行
动，具备一定的概念、意识和观
念，能够实现真正的自适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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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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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行业的应用场景
教、学、管、考场景下均有已落地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从教育教学活动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教育场景可划分为教、学、管、考。其中，“教”和“管”的主体是教育者，前者负

责执行教学任务，主要工作包括教研、备课、授课、答疑、出题、阅卷等，工作内容繁琐，核心需求是减轻负担，实现精

准化教学。后者负责统筹教务环节，主要工作包括教职工招募、师生督导、招生、分班排课、校园建设等，决策环节考虑

因素较多，核心需求是提高效率，实现科学化管理。“学”与“考”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的场景下，学生的主要任

务包括预习、听课、看书、做作业、复习、考试、实习等，由于学生个体差异大，核心需求是自适应，实现个性化学习。

“考”的场景下，主要面向大规模标准化测试，组卷阅卷的工作庞大，部分测评环节劳动力密集且效率底下，核心需求是

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动化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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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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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行业的技术架构
数据是基础，算法是核心，服务是目的
从AI+教育的技术架构来看，可初步分为三个部分，即基础层、算法层、应用层，每一层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基础层

主要包括算力、数据与算法框架，其中数据量级庞大冗杂，质量参差不齐，基于教学过程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处

理难度大，线下教学环节的数据普遍缺失。算法层是实现技术的核心，2006年提出的深度学习算法视为人工智能在算法层

的突破，该算法通过具备更多隐层节点的人工神经网络，实现逐层特征变换与学习，解决了很多复杂的模式识别难题。感

知层技术目前发展得较为成熟，在深度学习算法的助力下，感知技术应用场景广泛。认知层技术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预期在特定领域内可实现机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推理能力，有显著的技术门槛。AI+教育的应用发展阶段各异，越外围的

教育环节，技术渗透率越高，技术的有用性与易用性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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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的技术架构

基于用户端的拍照搜题与自动化测评发展成熟，基于学
校端的学情检测与分班排课已成教育信息化系统的标配。

自适应学习、个性化学习、智能专家系统、基于情感的
学习态度分析等应用将在认知层技术的发展下逐一实现。

视觉技术商业化落地情况较好，而因语音技术本身涉及
感知层的自然语言处理，落地难度相对较大。

按照算法设定的系统性的训练方法，对数据层的各类教
育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不断训练模型以提高模型的预
测准确度。

基于教育场景以及各参与教育过程的角色（学生、教师、
教育管理者），对异构数据的进行集成处理，包括采集、
清洗、整理和存储，构建本地数据库和远程共享数据库。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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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行业的发展历程：技术视角
从教学辅助向智能导学发展，逐渐渗透学习者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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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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