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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个性化学习领域，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创新的重要力量。海外的教育模式，如大规模在线课

程（MOOCs）、智能化学习平台、自适应学习技术等，已显著促进了教育的个性化转型。个性化学习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实时反

馈，根据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求调整学习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和学生参与度。文中探讨了这些创新模式对中国高

等教育的启示，提出应加强教育技术融合，构建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技术环境，强化“终身学习”和“能力导向”课程体系建

设，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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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overseas education models, such a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intelligent learning platforms, and adaptive learning technologie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personalized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Personalized learning adjusts learning content based on students'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needs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and 

real-time feedback, greatly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engagemen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se 

innovative model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uild a technology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ability-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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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人才竞争的加剧，高等教育愈加重视创新精

神、跨学科能力和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国内

外学者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进行积极探索，以提升教

育质量和创新水平。教育技术的应用，尤其在个性化学习

领域，已成为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力量。海外一些先进教

育模式和技术手段，如自适应学习平台、智能教育工具等，

为教育向个性化学习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先进的教育技术包括发展较早的大规模在线课程

（MOOCs），以及人工智能（AI）、自适应学习平台、虚拟

和增强现实（VR/AR）以及线上协作工具等创新手段。调

查数据显示
[1]
，约 80%的美国大学在疫情期间转向线上线

下混合式学习，70%的学生对此表示更高的偏好。麦肯锡

报告也指出
[2]
，全球教育技术市场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4000 亿美元，人工智能与自适应学习平台将成为教育的

主流技术。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支持个性化学

习的机制下，极大促进了教育模式的变革。 

个性化学习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和需求，量身定制

学习内容和进度。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实时反馈，个性化学

习随时动态调整学习内容，这种方式学生参与度高、学习

效果好
[3]
。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相比，个性化学习的自主

学习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目标导向的能力。 

这些创新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

结合我国教育技术现状，分析海外教育技术与个性化学习

模式的创新，提出相应的借鉴和发展建议，以推动我国教

育技术在个性化学习中的应用。 

1 海内外创新教育模式的应用实践 

技术进步深刻影响教育领域。大规模在线课程

（MOOCs）、智能化学习平台和自适应学习技术打破时-空

限制，使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通过个性化和多样化

的学习方式推动教育模式的变化和创新。 

1.1 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与混合式学习的兴起 

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自 2012 年起迅速崛起，成

为全球教育领域的重要创新。MOOCs 打破了时空和经济限

制，倡导终身学习助推优质教育资源全球共享
[4]
。知名平

台如 Coursera、edX、MIT公开课、Khan Academy和 Udacity

等，均在推动在线学习或混合式学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MOOCs 催生的在校学生混合式学习模式，将线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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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线下课堂授课相结合，学习方式灵活
[5]
。以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高校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实施

MOOCs 与混合式学习的结合
[6-7]

，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中国，MOOCs 平台如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哔

哩哔哩、网易公开课等正式或非正式在线课程网站，提供

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借助于这些资源混合式学习模式在高

校中广泛应用。尽管很多学校或专家对混合式教学效果评

估持谨慎态度，但有些学校如上海交通大学通过 MOOCs

与课堂结合，用于驱动学生自主学习
[8-9]

。香港中文大学

在医学、法学和商学等多个学科中采用了混合式学习模式，

将部分课程内容（如视频讲座、在线测试）迁移至在线平

台，课堂教学集中于互动讨论和案例分析，数字工具与传

统课堂教学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10]

。 

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使混合式学习模式成为现实，但在诸如技术的有效应用、

学习效果的评估、行之有效的教学实践上有待进一步发展

和提升。 

1.2 智能化学习平台与数据分析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智能化学习平台和数

据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成为推动教育创新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11-13]

。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智能化平台根据学

习进度、兴趣和需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数据

分析则帮助教师和学生评估教学效果，并为后续教学决策

提供支持。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尤其体现在与 MOOCs（大

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结合
[14]

。在线学

习平台，智能化平台和学习管理系统（LMS）协同利用大

数据分析跟踪学习进度，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

例如，Coursera 和 edX 等平台，通过分析学习者数据，

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edX

的 XAPI 技术通过追踪学习活动和进度为个性化学习提供

反馈
[15]

。 

国外常见的智能化平台，如 Knewton、Duolingo 和

Smart Sparrow，以及学习管理系统 Moodle、Blackboard

和 Canvas，均结合数据分析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深入

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
[16-17]

。Knewton 通过适应性学习技术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Duolingo 利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提供智能语言学习反馈，而 Smart Sparrow 则专

注于科学和数学课程的个性化学习。 

这些技术的应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显著成果。例

如，亚利桑那大学通过 Knewton 平台显著提高了数学成绩
[18]

，莫纳什大学则通过 Smart Sparrow 提升了科学与数学

课程的互动性和个性化
[19]

。而 Moodle、Blackboard 和

Canvas 等 LMS 平台被广泛采用
[20]

，帮助教师优化课程内

容并调整教学方法。 

在中国，智能化学习平台和 LMS 也在逐步得到应用
[21]

。

许多高校与国内 MOOC 平台（如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

智慧课堂）合作，推动课程资源的在线化和共享化，并在

平台引入智能分析，提升教学内容的传播效率、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 

综上所述，智能化学习平台和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

正在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使个性化学习、实时反馈和教

学优化成为可能，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更加精准和高

效的教学支持。 

1.3 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应用 

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学习进度，灵活调整教学内

容和学习路径的技术手段称之为自适应学习技术。自适应

学习通过有效分析并应对学生在学习速度和理解能力上

的差异，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学习效果。

自适应学习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助推个性化学习

的兴起。 

Knewton 平台广泛应用于美国的 K-12 教育中和大学

课程，效果显著
[22]

。纽约大学利用 Knewton 平台优化数学

课程，并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逐步推进课程内容。英国

彻斯特大学采用 PPL（ Personalized Pathways for 

Learning）模型
[23]

，利用自适应学习技术收集学生反馈，

实时调整教学内容和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在医学课程中引入自适应学习，个性

化教学模式来帮助掌握医学知识
[24]

。 

在中国，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

一些高等院校已在基础课程中进行尝试。例如，上海交通

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在物理、数学等工科学科中引入自适应

学习平台
[25]

，帮助学生更高效地掌握难度较高的课程内容。 

尽管自适应学习技术在许多高等院校中取得了初步

成果，但其成功应用一方面依赖于技术平台的完善，另一

方面也需要教师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转变。随着

技术不断发展和教育数据积累，自适应学习技术将能更加

精准和高效的为教师和学生服务。 

1.4 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设计 

在线学习、智能教育工具和自适应技术的发展使个性

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成为可能。个性化学

习路径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能力、学习进度和需求量身定

制的灵活学习方式，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
[26]

。 

美国的 Khan Academy 和 Coursera 等教育平台
[27]

，已

经广泛应用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分析学习数据，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内容与推荐。以卡内

基梅隆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也采用这一模式
[28]

，为个性化学

习提供支持。英国的 Open University 通过引入学习管理

系统
[29]

，跟踪学习进度、智能干预学习障碍。芬兰利用技

术工具帮助设定个性化学习目标，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30]

。 

在中国，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设计也在不断完善。国内

MOOC 平台如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等，利用大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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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课程推荐。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清华

大学等，借助智能化平台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提供更加灵

活的学习方式。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学习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

个性化学习路径将使教育更加精准地适应学生的独特需

求，推动灵活学习模式的普及，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与学

生参与感。 

2 海外创新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海外教育创新模式中的技术应用与个性化学习理念

为我国在这方面的应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借鉴这些

模式，可以帮助学生优化学习效率、改善学习体验。 

2.1 从“教育普及”到“教育定制”的转变 

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需求变化和技术支

持推进，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MOOC 等在线学习平台

的发展和应用打破了传统课堂约束，使按需定制课程内容

成为现实；大数据及智能化平台与视频课程平台的有机结

合，为个性化学习把脉诊断，精准施教，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教学方案。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个性化学习，

有助于培养新兴行业的专业人才。 

2.2 构建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技术环境 

个性化学习路径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应用已成为一

种趋势，构建辅助个性化学习的技术支持及环境，是实现

教育信息化、提高学习效果的关键。如，借鉴海外高等教

育中的“智能化学习平台”和“学习管理系统”经验，国

内高校应加强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个性化学习推荐

的精准性与效果。高等学校，引入智能系统并对老师做相

应培训，学校层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学习节奏以

及实时反馈。学生层面，协助线上课程开展线下有针对性

的辅导和讨论。 

2.3 强化“终身学习”与“能力导向”课程体系建设 

打造终身学习和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是教育创新的

关键。学生能力培养不仅注重专业知识和基础能力，还要

注重如何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因此，应从“终身学

习”理念出发，建设灵活的课程体系，加强学科知识的深

度培养，重视跨学科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提升。 

3 结论 

本文综述了海外高等教育创新模式的应用，重点分析

了智能化学习平台、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混合式学

习以及自适应学习技术对提升教育质量、优化教学效率和

推动个性化学习的作用。这些创新模式使传统教育更加灵

活和定制化，克服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海外高等教育中的大数据分析和自适应学习平台促

进了个性化学习的发展。这些技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与

需求实时调整，优化教学策略，提高学习效率并改善学习

体验。结合中国工科教育的特点，借鉴这些创新模式可以

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学习效果。 

混合式学习和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应用，尤其在 MOOCs

和学习管理系统的支持下，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学生能够在灵

活的学习环境中深入理解课程内容，并通过自适应平台获

得个性化反馈。 

技术驱动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和自适应学习平台的应

用，不仅提升了教育质量和教学内容，还改善了学生的学

习体验，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对于我国，特别是工科教

育领域，建设智能化学习平台和设计灵活的学习路径将成

为提升教学效果和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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