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Fang-Jun Song, Hui-Pin Chang, Ching-Chien Yang*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automated assessment, big data analytics, and collaborative resource shar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representative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to discuss the strategies they adopted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pecific processes involve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and how these were overcome.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I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o 
offer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policy-mak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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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应用中所带来的机遇，包括自主学习、自动评估、大数据分析与
资源共享合作等。通过文献回顾和案例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探讨其在数字化转型中所采取的策略、
具体过程和遇到的挑战及如何克服。旨在为高等教育领域提供关于数码转型和人工智能的全面性了解，并为政
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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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化快速的教育环境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科技的浪潮深深地影响了当今的社会，

数字转型的教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各国追求的目标，

不同国家在这一趋势下都在进行相关的改革和创新。

每个国家的策略和取向虽然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利

用科技改进学习体验和成果。人工智能的急遽发展正

在促使大学不断提升其教学技术与工具，这些新工具

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这股强调提升高校

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的潮流下，自主学习、自动评估、

大数据分析以及资源共享与合作等技术应用已在高等

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

全、伦理和技术能力提升的挑战。

首先，信息安全保护问题是一个重要关注点，因

为学生的个人资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被广泛使用。为

了确保学生个资的安全性和隐密性，需要建立有效

的隐私保护机制。其次，伦理问题也需要注意，特

别是在自主学习和人工智能决策方面。人工智能系统

通过从大量数据中学习模式和规律，从而进行预测、

分类、识别等任务，能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学

习成果，有可能会造成学生的依赖。学生自主学习时

应该确保独立性，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成

果。第三，教师和学生的技术能力提升是一个关键挑

战。教师需要适应新技术并掌握相关的技能，以便能

够有效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于教学中。同样地，学生

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和技术能力，以适应数字

化学习环境的发展。第四，学校领导者面临人工智能

技术的快速发展时，需要制定适当的因应策略，以确

保学校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来提升教育质量，同时

也需要注意潜在的挑战和风险。在教育改革的浪潮

下，教育环境的调整，以及学校领导者如何应对这些

变革，以确保学校教育的质量不受损害，是亟待解答

的问题。

本研究将尝试从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角度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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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型的浪潮下，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形；同时在面

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与机遇时，学校领导者需要有怎样

的策略性的思考和行动，以确保能够在这个科技日新

月异的时代中，提供学生更高质量的教育。

1.2 研究方法

在面对现代科技快速进展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

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都面

临着自己的挑战和机遇。美国一直是教育科技的领头

羊，数字教育和科技整合深受推崇；而在英国，数位

教育策略也已非常成熟。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数

字转型也十分迅速。为了解美国、英国和中国在这方

面的发展情形，本研究拟从文献回顾及案例研究，透

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大

学在数字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其实施的具体过

程，以及所遇到的挑战和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期望能

够为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一个关于数字转型和人工智能

的全面性了解，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启示。

2 数字转型的教育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高

等教育中的应用

在21世纪，面对科技的急遽发展，全球各地的高

等教育机构纷纷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进行数字转

型。如自主学习、自动评估、大数据分析以及资源共

享与合作等，以实现更有效、个性化的教学。本研究

选取了美国、英国和中国具代表性的大学，探讨他们

的数字转型策略及实施。

2.1 美国

美国的哈佛大学、史丹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在线教学平台，如HarvardX, 

Stanford Online, 和MITx。哈佛大学通过AI-driven 

platforms如EdX, 推进了自主学习，并透过自动评估工

具给予学生实时反馈。史丹佛大学使用大数据分析来

追踪学生在线学习的行为和成果，进而优化课程内

容。麻省理工学院更是进行了多项项目合作，与多所

大学共同建立了一个开放资源库，促进学术资源的共

享和合作。

2.2 英国

牛津大学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项目，使得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和进度，透过其Oxford 

e-Learning Institute，不断优化数字教学内容。剑桥

大学则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并推广

了其Cambridge Digital Innovation计划 ，其中AI-driven 

assessment tool能够实时评估学生的答案，并给予具体

的建议。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的数字教学平台更是聚

合多所学校资源，鼓励资源共享与合作，吸引了全球

众多学生参与。

2.3 中国

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也在数字

转型的路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

X学院"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平台，结合大数

据分析给予学生个性化建议，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

参与。北大则透过人工智能工具推出了一系列的在线

专业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自动评估学生在线

作业，并实时提供反馈。而复旦大学更是将其数字课

程与海外大学合作组成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旨在增

强教育资源的有效运用，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

会。在台湾，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在数字

教学上都有所突破。台湾大学的NTU Online平台已经

覆盖了大部分的课程，让自主学习课程有更多元的选

择，透过人工智能工具分析学生在线学习行为，以提

供更个性化的学习经验。清华大学则是着重于培养学

生的实务能力，藉由产学合作信息网络平台的建构，

了解学校教授研究成果及产业发展需求的最新脉动，

并将这些信息有效提供智财技转组及创新育成中心，

以提升教授研究成果技术移转及厂商培育的绩效。中

央大学规划强化学生的信息素养课程，并深度结合当

前颇受关注的虚拟现实 (VR) 及扩增实境 (AR) 技术于

教学中；设立专属的VR/AR实验室，让学生体验虚拟

技术的沉浸式学习环境；定期举办工作坊，教授相关

的技术知识并提供各式VR/AR制作工具，让学生在实

作中学习(中央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系,2023)。

从上述的实施方法可以看出，各国在数字转型的

教育发展中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自主学

习、自动评估、大数据分析以及资源共享与合作在每

个国家都有着显著的应用，但具体的形式和深度有所

不同。例如，美国和英国偏向于开放资源共享和在线

平台建设，而中国则更多地在内部校园中推进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总体来说，全球各地的大学都认识

到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都在积极进行数

字转型，他们的策略和实施过程都反映了其特色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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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这也带来了信息安全、伦理和技术能力提升的

挑战。以下针对学校课程规划、教师教学模式改变、

学生自主学习落实以及学校资源整合等四方面来探讨

学校领导者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挑战时的因应策略。

3 学校领导者的因应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应

用，使得信息安全、伦理和技术能力提升等问题受到

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遭遇了新的挑战和机

遇。学校领导者必须调整和策划应对策略，以确保学

校在这一变革中不仅能够持续运作，还能发挥其核心

价值。

3.1 学校课程规划

首先，学校应增加跨学科课程，鼓励学生进行跨

领域学习，融入更多的实战和实际案例，使学习更具

有现实意义；提供弹性学分制度，让学生能够依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课程。

对于信息安全的挑战，学校领导者应该考虑引入

相关的课程和培训，以确保学生和教师都能够理解和

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如Demchenko et al所述，现代的

学生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中，他们的个人资料和

学习数据都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学校需要提供相关

的教育和工具，帮助学生保护自己的信息。其次，学

校应该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和社会影响。根据

Akgun, S., & Greenhow, C.的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

会对学生的隐私、自主权和学习成果产生影响。学校

领导者应该确保学校的课程中包含了相关的伦理讨论

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思考和决策。最后，关于技术

能力提升的问题，学校需要确保学生和教师都能够掌

握和适应新的技术。如Rosenbusch, K.所指出，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校领导者应该提供相关

的培训和资源，确保学校能够与时俱进。

3.2 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不再适应现代学生的学习需

求，如单一的讲授式教学。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

的当下，它带来更多的是教学创新的可能性。首先，

从技术能力的提升考虑，现代教师需要深化对人工智

能工具的认识和应用，学习使用多媒体、在线教学工

具等新的教学方式。如Chen et al.所述，新的教学工

具如智能助教、自动化作业评分系统等，能大大提升

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体验。学校领导者应鼓励教师

进行相关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他们能够灵活使用这些

工具；也要对教师进行教学法培训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课堂讨论，形成师生双向互动。实施小组合作学习和

项目为基础的学习，鼓励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对教育

体系而言，教师的教学模式和策略的调整显得尤为重

要。

再者，伦理问题也成为了教育界不可忽视的议

题。Slade, S., & Prinsloo, P.指出，随着大量的学习数据

被搜集和分析，学生的隐私权及资料使用的透明度成

为首要关心的议题。学校领导者在推广人工智能技术

的同时，也需要设定明确的使用规范和教育教师如何

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适当地利用这些数据。另外，

信息安全在教学模式的改变中，也是一个核心考虑。

根据Pedro. F. et al的研究，随着教学越来越依赖在线

平台和工具，如何确保这些数据不被外泄或遭受攻

击，需要学校领导者从多方面着手，不仅要推动技术

的整合与应用，更需要确保在这一过程中，教学的质

量、伦理和安全性都得到充分的保障。

3.3 学生落实自主学习

随着现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方式的变化，学生需

要培养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

化。学校领导者应提供自主学习工具和平台，如在线

课程、教学影片等；鼓励学生设定学习目标，并定期

检查学习进度；透过实习和实战案例，帮助学生体验

真实的工作环境，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前的教育界正经历着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信

息安全、伦理和技术能力提升的挑战，这对学生的自

主学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领导者在这方面

需要有远见和策略性的计划，以确保学生在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自主学习时，能够得到全面和深入的

学习体验。首先，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来看，学生在进

行自主学习时，可能会使用各种在线平台和工具。如

Pedro. F. et al所指出，这增加了他们的数据泄露风险。

学校领导者应确保学生有足够的信息安全知识，并提

供相关的培训和工具，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信息。

其次，伦理也是学校领导者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当

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自主学习时，如何确保他

们的数据使用是透明和道德的？如Holmes et a. 所述，

学校应确保所有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都遵循相关的伦

理原则，并教育学生正确使用这些工具。最后，对于

技术能力提升的要求，学校领导者应鼓励学生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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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如Pedro. F. et al. 所提及，这不仅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还可以为他们在

未来的职场上带来更多的机会。

3.4 学校资源整合

资源分散可能导致学生无法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

进行学习。学校领导者可以规画建立在线资源平台，

集中各种学习材料，让学生能够随时查询和学习；促

进不同学院或系之间的资源共享，确保资源的高效利

用；提供专门的学习中心，帮助学生进行学业咨询和

辅导。而针对信息安全、伦理和技术能力提升的挑

战，学校领导者在整合各类资源上需要采取具策略性

的行动。

首先，信息安全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首要

考虑。根据Alam, A. 的研究，学校在建置人工智能工

具和平台时，应重视其安全标准，并确保提供的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此外，学校领导者

也应提供教职员工相应的信息安全培训，使他们了解

如何保护和管理数据。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学校领导

者需要确保所有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应用均遵循道德和

伦理规范。如Nichols, M., & Holmes, W. 所指出，学校

应建立一套人工智能使用的道德守则，不仅仅限于学

生数据的使用，还应该包括其如何影响学生学习的各

个方面。最后，为了应对技术能力的挑战，学校需要

投资于持续的教育和培训。根据Rosenbusch, K. 的建

议，学校领导者应该鼓励教职员工学习新的人工智能

技术和工具，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

总的来说，当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界带来各种挑

战时，学校领导者在资源整合方面必须有前瞻性和策

略性的思考，从多方面确保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利益

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和提升。

4 结论与建议�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现代

社会的核心技术，无论是经济、科研，还是日常生

活，其影响力都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研究

和探讨的热点议题。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

基石，其质量、效率和可及性直接影响到一国的未来

发展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新，更是教育革命的开始。但是，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并非一帆风顺。许

多挑战和问题都需要我们正视，这需要全球的高等教

育机构共同努力，进行合作和分享，携手解决。基于

以上文献分析与案例探讨，本研究可得以下结论：

(一)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正努力整合人工智能技术

以增进教育质量、效率和可及性：美国的教育部正在

积极发展和推广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强调其在

改善教学和学习中的潜在价值。英国则面临着人工智

能技术对学术诚信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

和教育机构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来侦测学术不正行为。中国正逐步将人工智能技术

融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意识到须将教育和技术真正

融合。各国均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巨大潜力。

尤其美国和中国均发布了针对高等教育的人工智能政

策和行动计划，凸显其对此领域的重视。

(二)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仍面临多

重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全球多个领域

里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各国在

高等教育领域中如何结合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

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议题。这不仅与教育质量、效率

的提升有关，还涉及到教育的创新与变革。英国的学

术诚信问题、中国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不足和投资

缺口，以及全球的技术和策略差异，都是必须正视的

问题。

(三)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有待深化，但发展

潜力巨大：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许多其他领域（如医

疗、金融、自动驾驶等）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教

育领域还没有被广泛地或深入地采用。学校在个性化

学习、自动评估、学习分析、模拟和虚拟现实以及资

源共享和协作等各个教学层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面对未来，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的探索、学习和创新

是不可或缺的。

针对以上结论，研究者有以下建议：

(一) 加强全球间的合作与分享：鉴于各国在人工

智能教育的发展上都有其独特经验和挑战，学校领导

者可建立与各国更紧密的合作机制，分享最佳实践和

经验，共同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

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教育挑战，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方面，很多问题和挑战都是共通的。透过建立国际

合作平台、开放教育资源、设置学者、研究者和教育

者的交流计划，促使他们互相学习和分享最佳实践，

各国可以共同找到解决方案，更快地推进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

(二) 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教育政策和规范：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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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导入是不够的。成功融合人工智能与教育需要

考虑到技术、政策、文化和跨领域合作。人工智能在

高等教育中是双刃剑，需要精心策划和管理。为了确

保其持续的正面影响，除了技术投资和策略部署，各

国应重视制定人工智能教育的道德和策略规范，特别

是针对学术诚信和教育公平性的问题。

(三) 增加教师和学生的人工智能培训：为了确保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正确应用，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接

受更深入的人工智能培训和教育。对教师来说，了解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整合这些技术进入教

学，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和高效的学习体验。

对学生来说，学习最新的技术和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兴趣，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不

仅有助于他们的学术研究，还能为他们进入未来的职

场做好准备。通过人工智能培训，学生和教师可以学

习到最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而激发创新的思维和实践

能力。

总之，全球高等教育机构都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潜力和价值，尽管这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还

有待深化，但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为确保人工智

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成功应用，建议强化国际合作，制

定相应的教育政策和规范，并加大对教师和学生的培

训力度。目前的挑战如学术诚信问题、技术和策略的

差异等，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和合作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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