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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化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通过传感器智能教学平台融合专家系统、规划,以解

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为出发点,探索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感器技术教学中的应用。根据学生的学习过程记录,动

态地调整教学,取得了优化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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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采集依靠的是各种传感器来直接感知被测对

象的变化,并将采集到的信息转换成可用信号,供进一

步分析、使用。即传感器技术是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

技术源头。高校在自动化、电气电子、计算机、物联网、
汽车电子等专业课程设置中,均开设了传感器技术课

程;如何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兴趣,是
当下高校均在研究的课题之一。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教

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作用越来越大,智能教学系统

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式[1]。
以此为基础,如何将人工智能有效地应用于教学系统

中,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是目前较多学科课程教

学正在研究的课题。本课题就此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1 人工智能与教学系统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从上世纪50年

代提出至今,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枝,被普遍认为是世

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可用来模拟人的某些意识、思维

过程,使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学习。目前人工智能的

研究涉及语言识别、图像识别、机器人技术、专家系统、
数据挖掘、智能接口技术、智能信息处理等领域,随着

技术的日臻成熟,其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等软件技术

及硬件设备性能的不断提高,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取得

了迅猛的发展,在安防、医疗、智能家居、教育等领域得

到了广泛应用,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在教育领域各高

校都在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力求为学生提供

更加精准有效的学习方法。人工智能与教学系统相结

合,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主要是研究人类的学习

机制、人脑的思维过程,建立针对具体任务的学习系

统[2]。机器学习技术是所有智能教学系统都要使用到

的技术,如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系统可以通过学生对一

定数量问题的回答,总结出该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
机器学习的许多技术如基于统计的学习、神经网络、归
纳逻辑编程、数据挖掘等都可以应用于教学中,使教学

更具针对性,更能实现“因材施教”理念。
(2)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利用人类专家的知识

与经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推理、判断,模拟决策

过程的计算机程序系统。
(3)规划 在教学活动中通常将教学目标划分为

多个目标及子目标,规划就是根据学生在不同时间的

状态,动态地改变教学目标并及时调整教学过程要实

现的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动态规划的过程。

2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感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传感器技术课程,在策略

上主要是掌握学生对教学内容学习的程度及遇到的问

题,并建立学生的学习文档,然后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

情况相应地调整教学任务与教学安排。

2.1 系统设计

相对于传统的网络教学,传感器智能教学系统要

求具有更加复杂的运行机制,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学习情境,建立知识

库,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2)教师依据教学目标、培养方案等预设教学策

略,再结合学习情境的数据资源决定学生的学习步骤,
并提供学习建议、案例、网络资源等,记录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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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3)在智能教学系统中学生的主要交互对象是系

统,学生通过各种设备智能教学系统输入信息,智能教

学系统经决策后向学生输出评判、建议、提示等内容,
通过信息交互,系统完成智能教学的过程。

在图1所示的框图中,表示了7个模块与学习平

台的关系,体现了人工智能教学中的紧密结合。

教学模块 教学策略模块 知识库

学生模块 智能决策模块 学情跟踪模块

通讯模块

智能交互式学习平台

图1 智能交互学习平台框图

2.2 教学设计

2.2.1 交互式学习

课堂教学是一对多的教学模式,老师根据教学目

标进行教学,并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反响来进行微调,学
生由于接受能力的区别会产生差异。而智能交互平台

将课程中的每个知识内容制作成短视频,例如霍尔传

感器包括霍尔效应、工作原理、结构类型、检测电路、应
用案例等几个知识点,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
择不同的知识点巩固学习。对学习中的难点可在互动

讨论区与同学或老师讨论,也可留言给老师得到解答。

2.2.2 动态规划

教学活动被分成若干小的教学目标,教师根据学

生的课堂及平台的学习情况随时调整教学过程,以达

到期望的教学目标。智能交互平台为各知识点设置了

习题及测试,系统直接给出测试评分及学习建议,如图

2所示。系统依据学生的测试结构作出决策,教师参

照系统决策进一步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问

题,以达到事半工倍的效果。

图2 测试评分及学习建议

2.2.3 智能决策

学生在智能平台上的学习过程,将被系统一一记

录,并由决策模块进行分析,在综合复习时给出适当的

复习建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参考系统建

议进行综合复习,优化学习过程,达到最优学习效果。

3 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探索是为学生在“学”的
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会得到有启发性的合适帮助;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教学环境使学生成为学习系统的一个组

成部分,从而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预期的

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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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hasdeepenedth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ntheteach-
ing.Throughtheintegrationofintelligentteachingplatformofsensortechnologywithexpertsystemandplanning,theproblemsthat
studentsencounteredinlearningweresolved.Th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ntheteachingofsensortechnology
wasexplored.Accordingtothestudents'learningprocessrecords,theteachingwasadjusteddynamically,togettheeffectofoptimi-
zing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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