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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内涵及其研究概述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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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是教育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是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智慧教育以现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构建开放、共享、协同、智能的教育生态系统，实现教育的智能化、个性化、

优质化、平等化、终身化。论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法，利用 Vosviewer 软件的可视化呈现技术，对中国智慧教育发展

历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了智慧教育的研究内涵、研究前沿和研究趋势，为智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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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 advanced st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ducational reform. Smart education is supported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riven 
by data to build an open, shared, collaborative,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system, achieving intelligent, personalized, high-
quality, equal, and lifelong educa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utilizes th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of Vosviewer software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rt education in China. It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ends of smart educ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sm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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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兴起，冠以“智慧”的行业或产业对象也层出不

穷，耳熟能详的如智慧城市、智慧经济、智慧交通等。与

各行业一样，教育领域也同样注重科技赋能，智慧教育成

为近几年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为智慧教

育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2023 年 7 月，教育部、科技部

等七部门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

我国首个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规范性政策。论文的主

要目的，是结合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和引文分析等研究方法，

分析中国智慧教育的研究概况，对智慧教育的内涵进一步聚

焦，以期启发其他学者的研究，探究中国智慧教育现状、热

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2 智慧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

文献计量分析是一种基于文献数据的科学研究方法，

通过对文献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关联、演变等方

面的统计和分析，揭示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征，反映科学

研究的现状和趋势。论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结合

Vosviewer 软件的可视化呈现技术，对中国智慧教育相关文

献进行了分析。

2.1 文献数据的来源
研究基于 CNKI 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智慧

教育”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对教育学科的文献进行检索，

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13 日，检索公式为：（（（（关键

词 =‘智能教育’）OR（关键词 =‘智慧教育’））OR（关

键词 =‘智能教学’））OR（关键词 =‘智慧教学’））

AND 专题子栏目代码 =‘H127?’+‘H128?’+‘H129?’+‘H130?’+‘H

131?’+‘H132?’+‘H133?’），最终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5534 篇。

2.2 文献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借助利用 Vosviewer 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了处

理，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如下聚类视图（Network visualiza-

tion），是一种反映文献的主要研究主题和关注点的可视化

图形，它通过分析文献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和强度，构

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形成关键词的网络结构，展示文献的

研究热点和核心内容。从图 1 结果看，有几个明显的中心节

点，分别是智慧教育、智能教育、人工智能、智慧教学和智

慧课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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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到，圆圈代表关键词，边代表关键词之

间的共现关系，节点的大小和颜色表示关键词的出现频次，

每个中心节点都是一个单独的聚类，一个聚类项下包含了若

干个相关联的关键词。中心节点的大小，体现了研究的热度

和关联度，颜色相近的节点关联度更大。“智慧教育”作为

绝对的中心节点，与之关联的次中心节点，按颜色标记和以

分为三类，分别是：紫色类 ：教育信息化；绿色类：人工

智能和智能教育；红色类：智慧教学、智慧课堂。

图中关键词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智慧教育，它是文献的核心主题，也是文

献的最高频词，出现的频次最高，说明智慧教育是国内教育

界的热门话题，也是论文的研究对象。

第二层次是智慧教育的相关概念，如智慧教育、智能

教育、人工智能、智慧教学和智慧课堂等，它们是智慧教育

的不同表述和理解，也是智慧教育的不同维度和方面，反映

了智慧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也是智慧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技术

支撑。

第三层次是智慧教育的相关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它们是智慧教育的技术驱动和技术应用，反映了

智慧教育的技术特征和技术需求，也是智慧教育的技术难点

和技术创新。

第四层次是智慧教育的相关领域，如高等教育、远程

教育、开放教育、在线教育等，它们是智慧教育的应用场景

和应用对象，反映了智慧教育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效果，也是

智慧教育的应用实践和应用探索。

综上所述，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展示了智慧教育

的研究主题和关注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智慧教

育的内涵、外延、特征、需求、难点、创新等方面，为深入

理解和把握智慧教育的本质和发展提供了参考。

3 智慧教育的研究趋势与特点

3.1 发文数量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智慧教育的研究重点及时

间变化规律。数据显示，时间跨度为 1981—2023 年，从文

献数量分布上看，2008 年之前每年发表文章数量基本在 20

篇以内，2009—2013 年之间论文数量逐步增长但仍在 100

篇以内，2014 年之后呈爆发式增长。这说明智慧教育实证

研究在国内获得广泛关注。在上述文献中，被引用频次最高

的是 2012 年祝智庭、贺斌在撰写的《智慧教育：教育信息

化的新境界》，被引次数 1568 次，文中指出，“‘智慧教育’

的声音渐近渐响”“国际学界鲜有系统深入的研究”[1]。结

合上述因素，论文将智慧教育的文献，以智慧教育的研究趋

势变化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

2014 年之前，智慧教育的发展现状已经逐渐呈现出一

些重要的趋势及特点，尽管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范围相对

较低，但已经开始触及教育的不同层面，《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加快中国

教育现代化发展，构建学习型社会、建设智慧型教育环境”，

自 2010 年开始，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出台了智慧教育发展规

划，建设的侧重点和思路各不相同。例如，上海在 2013 年

建成全国首个100G主干教育宽带网，开通了文献资源“共知、

图 1 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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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服务平台；如浙江嘉兴在 2012 年以“政府主导、

分步推进”为原则，逐步推进智慧教育，事实上，教育信息

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部分由政府主导，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智慧教育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在各院校得

到实践应用。

在 2014 年之后，智慧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受到了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中国，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等文件，明确提出了智慧教育的概念、目标、任务、措施等，

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2015 年，习近平总书

记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提到，信息技术的发

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而曹培杰提到，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依靠标准化教育来批量生产人才的模式难以为继，时代发展

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智慧教育是以“人的智慧成长”为导

向，通过智能辅助教学、智能评估和分析，提供更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2]。总之，智慧教

育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和发展，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使得

学习更为灵活和个性化。

3.2 被引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的频次代表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文献的关键词

代表文章的重点研究内容，是描述文献内容和主题的关键术

语，连接着研究者、数据库和文献资源的关系，促进信息的

传递和共享。基于关键词的最高引统计分析，可以帮助研究

者明确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从而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

究方向。

本研究将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在上述

文献搜索的基础上，按照论文引用频次由高到低排序，通过

对文章标题、摘要、研究问题和内容的筛查，研究者最终选

取频次靠前的前 500 篇文献，最后以“智慧教育”内容的纯

文论文件格式下载，通过知网导出与分析功能，导出 500 篇

文献的 EndNote 格式文件。将 EndNote 文件导入 SATI3.2 软

件中，进行最高引关键词提取、关键词词频以及矩阵构建。

通过分析，鉴于总关键词太多，研究选取频次 9 次以上的

关键词作为最高引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如表 1

所示。

排名靠前的关键词代表智慧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由表 1 可知，除去最高引关键词“智慧教育（254）”外，

关键词“智慧课堂（59）”和“教育信息化（52）”出现的

频次最高，说明智慧课堂作为实现智慧教育目标的一个具体

实践领域，智慧教育追求整体性的变革，教育信息化提供了

技术和基础设施，而智慧课堂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创新的教

学方法和技术工具实现的一种教学模式，它们共同推动了教

育的数字化和现代化发展。

表 1 最高引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

3.3 智慧教育的内涵
关于智慧教育的内涵，学者们对智慧教育的内涵有着

多层次的理解，涵盖了技术、教育理念和社会影响等多个

方面，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智慧教育（原文主要指

Education for Wisdom）是一种最直接的、帮助人们建立完

整智慧体系的教育方式，其教育宗旨在于，引导你发现自己

的智慧，培养你创造自己的智慧。《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

以智慧教育内涵阐释为主线，从环境、教学、治理、人才四

维度提出 16 个具体特征，总结中国智慧教育发展经验，认

为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3]。而杨现民等学者认

为，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感知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

统，是数字教育的高级发展阶段，旨在提升现有数字教育系

统的智慧化水平 [4]。傅绪荣等学者将之总结为三类，一是对

知识教育观的批判与超越，认为教育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为

了获得觉悟的智慧；二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教育的信息化；三是将前两种定义融合

起来，利用新技术优化教学过程，促进个体智慧的生成 [5]。

张进宝、姬凌岩（2018）认为，“智能教育应将促进个体理

解与智力发展作为核心价值主张，培养具有计算思维、工程

思维、人工智能思维等关键性思维的智能人才，构建包括人

工智能核心概念与思想、技术方法与技术实践的智能教育本

体知识”，与前述智慧教育的含义从比较上看，也有学者将

智慧教育称之为“智能教育”[6]。刘玉玲、宋孝忠认为，教

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使受教育者角逐知识、达成能力，还是

培养他们追求智慧、完善人性，进而追求完善的人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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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学者们认为智慧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需要考虑技术整合、培养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和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影响，以更好地推动教育的发展和变革。

4 智慧教育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智慧教育是教育的未来，是教育的必然，是教育的希望。

智慧教育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推动智慧教育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应用，为构建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教育公平、教

育幸福作出贡献。本研究认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方向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①理论创新。智慧教育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

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

对智慧教育的概念、内涵、特征、模式等进行深入地探讨和

阐释，形成智慧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智慧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评价标准。

②技术创新。智慧教育需要不断的推进技术的进步和

创新，突破技术的难题和挑战，提高技术的水平和能力，为

智慧教育的实现提供技术保障和驱动。例如，信息素养要融

入培养标准，即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使他们能

够有效地获取、处理、分析、创造、传播和利用信息，实现

信息的价值转化；智能技术融入教学环境，即利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等技术，构建智慧课堂、智慧

作业、智慧评价、智慧辅导等场景，实现教学内容、方法、

过程、效果的智能化等 [8]。

③平台创新。智慧教育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优化平台的

建设和服务，提高平台的功能和效率，提高平台的兼容性和

互通性，提高平台的普及性和可及性，为智慧教育的实施提

供平台支撑和服务。

总之，智慧教育是教育的未来，是教育的必然，是教

育的希望。我们应该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推动智慧教育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为构建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教育公

平、教育幸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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