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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与应用：

理论模型及实践框架

于 爽 1袁 叶俊民 2袁 尹兴翰 1袁 吴林静 1袁 刘清堂 3袁 赵 刚 1

渊1.华中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教育学部袁 湖北 武汉 430079曰
2.华中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袁 湖北 武汉 430079曰

3.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教育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袁 湖北 武汉 430079冤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袁人类与智能系统融合的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方式逐渐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驱动力遥 然而袁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虽具潜力袁但因教育工作者智能素养不足袁往往难以在真实课堂中有效应用相关工

具袁导致工具设计与应用脱节遥 为此袁文章基于活动系统网络理论袁构建了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与应用的理论

模型袁强调人类经验与智能系统的融合共生尧干预设计与干预应用的有机联结遥 在此基础上袁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包括坚

持理论指导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基础作用尧发挥干预设计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载体功能尧推动干预应用为人智协

同学习干预的关键动力在内的实践框架袁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际教学中设计与应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提供了具体的实践

指导和策略遥 最后袁文章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袁展示了如何在教育教学中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与应用袁验证了理

论模型及实践框架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遥 这不仅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袁也为推动教育教学的

创新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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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发布的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强调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袁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1]遥 学
习干预是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关键策略[2]袁通过有针对
性的教育策略和活动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尧 提升
学习成效遥然而袁传统依赖教师经验的学习干预方式
存在实施灵活性不足尧操作难度大等问题袁难以满足
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3]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袁

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袁 其强大的计算和自
适应能力为个性化学习干预创造了新机遇袁 能够通
过精准诊断和策略匹配提升干预效果[4]遥但人工智能
存在数据分析不精准[5]尧幻觉 [6]尧特定任务表现不佳 [7]

等问题袁 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实施自动化干预并不可
行遥 为此袁研究者提出了人智协同的学习干预方式袁
即人类和人工智能系统相互协作以实现学习干预目

标[2]遥已有研究采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取得了一定效
果[8]袁但实践中袁教育工作者智能素养不足 [5]尧用户界
面操作难度大[9]袁导致干预工具的设计与应用脱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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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干预效果和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在教育教学中

的广泛应用遥
基于此袁 本研究基于 Engestr觟m的活动系统网络

理论[10]袁构建了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
理论模型袁 强调人类经验与智能系统的融合共生袁以
及干预设计与干预应用的有机联结遥 在此基础上袁文
章进一步提出了实践框架袁关注理论指导尧干预设计
和干预应用紧密联系袁旨在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实践
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指南袁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人智协同学习干预面临的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袁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被

广泛关注袁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遥首先袁人与智能角色的
分工模糊遥 人工智能的融入使传统教学模式发生转
变袁导致教师的角色和机器功能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
重叠或不匹配袁 这使教师感到专业价值受到挑战[11]袁
降低其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积极性袁 进而影响干预实
施遥此外袁有研究表明袁即使人工智能建议与实际情况
矛盾时袁人们仍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建议[12] 袁这种
过度依赖不仅影响了教师和学生在决策过程中的准

确性和效率袁还可能导致干预效果的不稳定遥其次袁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和应用存在脱节的现象遥在设
计过程中袁未能充分考虑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实际使用
情境袁导致工具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发挥预期作用遥 例
如袁工具设计未能与教学流程紧密结合袁降低了教学
效率[9]遥 此外袁用户界面的直观性和友好性不足袁增加
了使用的难度遥 复杂的导航系统或不清晰的功能指
示可能使教育者和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困惑袁
影响其参与度和学习体验[5]遥 同时袁教师缺乏有效的
培训和支持袁也使其在使用工具时感到无所适从遥 这
些因素共同导致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在实际应用中面

临诸多困难袁限制了其推广和应用的范围遥目前袁大多
数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研究仍遵循学习分析的范式袁理
论基础薄弱袁难以为干预工具的设计和应用的联结提
供系统指导遥

渊二冤活动系统网络理论及其在人智协同学习干
预中的应用

人智协同学习干预面临的挑战表明袁明确野人冶和
野智冶 的角色分工以及工具的连通性至关重要遥
Engestr觟m的活动系统网络理论[10]为人智协同学习干

预的设计与应用提供了系统性框架遥该理论基于活动
理论袁强调人类通过有意义的行动渊如协作学习尧互动
等冤袁以深刻理解周围事物[13]遥 这与人智协同学习干预

的目标高度契合袁即通过人与智能系统的协作实现更
高效的学习干预遥 活动系统网络理论认为袁活动系统
由主体尧客体和共同体三个核心要素袁以及工具尧规则
和劳动分工三个调节要素组成遥如果将这些要素视为
节点袁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视为边袁则活动系统可以用
异构图来描述渊如图 1所示冤遥通过清晰界定教师与人
工智能的功能袁活动系统网络理论能够帮助设计出更
合理的协同机制袁 从而有效应对角色界定模糊的挑
战遥 此外袁活动系统网络理论展示了多个相互作用系
统之间的不同视角和对话渊如图 2所示冤遥这意味着活
动系统之间可以相互关联袁一个活动系统的客体可以
作为另一个活动系统的工具袁或者多个活动系统可以
共同产出一个客体遥这一特性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研
究中设计与应用的联结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遥人智协
同学习干预的核心在于人与智能系统的协作袁这与活
动系统网络理论中强调的主体渊教师与学生冤与工具
渊智能系统冤之间的动态互动高度一致遥活动系统网络
理论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框架袁能够清晰地界定人与
智能系统在干预过程中的角色分工袁同时强调了工具
设计与应用的连通性袁这正是人智协同学习干预亟须
解决的关键问题遥

图 1 活动系统

图 2 活动系统网络

因此袁应用活动系统网络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理
清人智协同学习干预中的人尧智角色袁还能促进干预
工具设计与应用的有效联结袁从而构建更为综合和有
效的学习干预模型遥 这一理论的应用袁可以更好地应
对人智协同学习干预中存在的挑战袁推动教育领域的
创新与发展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尝试引入活动系统网络
理论构建联结设计与应用的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理论

模型和实践框架袁研究问题包括院渊1冤如何基于活动系
统网络理论构建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

的理论模型钥 渊2冤如何构建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
计与应用的实践框架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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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
理论模型构建

为实现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有效联

结袁本文基于活动系统网络理论构建了如图 3所示的
理论模型遥活动系统网络理论强调多个子系统之间的
相互作用袁为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提供
了框架遥模型以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活动系统网络为核
心袁将干预工具作为联结设计与应用的桥梁袁充分考
虑活动系统中的各要素袁实现两个系统之间的无缝衔
接和双向互动袁使得干预设计与干预应用之间形成了
良性循环袁推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持续改进和
完善遥 该模型贯穿野人智协同冶的核心理念袁旨在深度
融合人类经验与智能系统袁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提供
基础性支持遥

图 3 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理论模型

渊一冤人智协同院人类经验与智能系统的融合共生
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过程袁也是

人类经验与智能系统融合共生的过程遥智能系统擅长
辅助决策尧自动干预尧数据挖掘等工作流袁而人类经验
则在复杂决策尧情感干预尧活动监控等高阶思维活动
中发挥关键作用袁二者相辅相成袁共同支持有效的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遥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系统在人智协同

学习干预中具有重要作用遥 在干预设计中袁智能系统
通过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算法袁能够迅速处理海量
信息袁识别关键要素袁为决策提供支持[14]遥 这种基于数
据的决策支持袁 不仅提升了模型的准确性和效率袁还

能有效嵌入整个学习干预过程遥在自动干预方面袁智能
系统可作为干预工具的功能组件袁 实时监测学习者的
学习状态袁并根据预设规则自动进行干预袁如提醒学习
者调整学习节奏尧推荐学习资源等[15]遥 此外袁在干预应
用中袁智能系统通过深度挖掘学习数据袁能够发现学
习者的潜在特征规律袁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效果
评估提供支持遥
人类经验在学习干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遥在

复杂决策方面袁人类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直觉袁能够
作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判断遥 例如袁在干预设计中选
择合适的模型或者算法袁 在干预应用中设计和实施
教学活动遥 在情感干预方面袁人类教师能够通过情感
交流和理解袁为学习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袁这种情
感共鸣是智能系统所难以比拟的遥 此外袁人类经验在
监控干预设计和应用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在
干预设计过程中袁 借助人类经验理解目标群体的需
求尧 偏好和行为模式袁 从而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工
具遥在干预应用中袁人类通过观察尧记录和评估干预工
具的实施情况袁及时发现并纠正干预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遥

渊二冤活动系统院干预设计与干预应用的有机联结
活动系统包含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活动系统

和应用活动系统遥 设计活动系统旨在构建干预工具袁
应用活动系统则通过教学实践评估干预工具的有效

性袁二者通过干预工具实现有机联结渊见表 1冤遥
设计活动的目的是构建符合教育需求的干预工

具遥 在构建过程中袁遵循野以人为本冶的原则[16]袁依据教
学法和相关理论基础袁明确干预模型的具体目标和内
容遥 研究者尧教师尧学生和开发者围绕共同目标袁形成
互补的合作关系遥 教师反馈实际问题袁研究者提供理
论支持袁开发者将其转化为技术支持遥 这种合作模式
不仅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袁而且确保了工具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遥研究规则涵盖了设计原则和技术
规范等袁 确保工具设计过程的规范性和成果的有效
性遥 在人智协同的理念下袁人工智能系统作为重要的
技术支持袁与人类参与者渊研究者尧教师尧学生冤紧密协
作袁共同推动干预工具的开发与优化遥总之袁干预设计

活动系统 工具 主体 规则 共同体 劳动分工 客体

干预设计

活动系统

人工智能算法及

工具尧数据
研究者尧教育工作
者尧技术开发者等

设计原则尧技术
规范

教师尧技术开发
者尧研究者

教育工作者分析需求尧 技术
开发人员负责技术实现

人智协同学习

干预工具

干预应用

活动系统

人智协同学习干

预工具尧学习平台
学习者

学习活动设计尧
干预实验设计

教师尧 学习者尧
研究者

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和反馈

学习体验尧教师指导学习活动
过程尧研究者分析效果

学习状态改善

表 1 设计与应用活动系统中的元素

95



电化教育研究

活动要求研究者尧教师和开发者紧密合作袁共同构建
适应教育需求的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遥

应用活动聚焦实施并评估干预工具在教学实践

中的效能袁旨在解决实际教学难题袁促进学习者能力
提升遥 该活动在真实教学环境中展开袁将干预工具融
入教学策略袁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深度介入遥 学习者作
为主体袁利用学习平台和干预工具进行学习袁这些工
具和平台不仅是学习工具袁更是连接教育利益相关者
共同体的桥梁袁促进多方合作与信息共享遥 实践活动
由学习者和教师直接参与袁共同体成员则基于共同的
目标和价值观协同工作遥活动的有序进行依赖于明确
的规则袁 包括学习活动设计和干预实验设计等准则袁
这些规则确保实践活动的顺畅与高效遥通过对应用活
动中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袁能够评估干预工具的效
果袁并根据反馈进行持续迭代与优化遥 应用活动不仅
验证了干预工具的有效性袁还为教育干预的创新和发
展提供了实证基础袁有望实现更精准尧高效和人性化
的教学干预遥

四尧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
实践框架

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既是理论探

索袁也是实践创新遥 基于理论模型提出具有操作空间
的实践框架袁能够有效促进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
应用的统一袁 发挥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融合优势袁
推动教育教学向智能化尧个性化方向发展遥 本研究构
建了野一个理论尧两个实践冶的三层次实践框架袁包括
理论指导层尧 干预设计层和干预应用层 渊如图 4所
示冤遥 其中袁理论指导层剖析学习干预的认知机制袁为
干预设计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撑遥干预设计层聚焦于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设计与迭代袁 涵盖模型设计尧

构建与评价的全过程遥 该层不仅关注技术实现袁更强
调融入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和教学场景的适应性袁确保
干预工具解决教学问题袁提升学习成效遥 干预应用层
是将干预设计成果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关键环节袁致力
于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应用干预工具袁并验证其有效
性和可行性遥值得注意的是袁理论指导尧干预设计和干
预应用三者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袁而是相互联系尧相互渗
透的遥理论指导为干预设计和干预应用提供支持袁干预
设计和干预应用实践亦反哺理论发展曰 干预应用将干
预设计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行动袁 并为干预设计中
的工具优化提供反馈曰 干预设计则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工具袁为应用提供新的实践机会遥 这种循环往复的关
系确保了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实践模型能够持续演进遥

渊一冤坚持理论指导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基础
作用

在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和应用的实践中袁
理论作为指导实践的基石袁为整个人智协同学习干预
和应用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指引 遥 EPA
渊Epistemology-Pedagogy-Assessment冤 理论作为学习
分析干预领域的核心指导框架袁融合了认识论尧教学
法和评价术三大要素袁 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
框架[17-18]遥 其中袁野E冶渊认识论冤关注分析对象的界定与
衡量标准袁 精准捕捉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信息曰野P冶渊教
学法冤聚焦分析结果的服务对象及呈现方式袁确保教
学干预精准对接学习者需求曰野A冶渊评价术冤 负责评测
内容的确定尧实施与反馈袁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持
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持遥 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中袁
EPA理论从认识论的角度确定工具的功能需求渊如促
进学习者的认知投入冤袁 从教学法的角度确定人智协
同学习干预工具的技术实施过程渊如利用学习者数据
构建推荐模型冤袁 从评价术角度确定评测指标和方式

图 4 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设计与应用的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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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如通过精确率尧 召回率和 F1值评估推荐算法的性
能冤遥 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应用中袁 EPA理论的认
识论思想确定工具应用的情境和对象袁教学法思想确
定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实施时机 渊如事后反馈尧
实时反馈等冤袁评价术思想确定效果评估方式渊如过程
评价冤遥 通过 EPA理论的指导袁可实现更科学尧有效的
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和实践遥

渊二冤发挥干预设计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载体
功能

干预设计是将干预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具象化过

程袁旨在产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载体袁即干预模型
或者工具遥 在 EPA理论指导下袁干预设计主要包括模
型设计尧模型构建和模型评价三个关键环节遥 在模型
设计阶段袁重点是明确干预目标尧受众特征尧预期成果
及潜在挑战袁并制定详尽的设计方案遥 该方案需清晰
描述模型的核心功能尧操作流程尧用户界面和技术实
现路径袁确保工具实用且满足个性化需求遥 开发说明
应记录设计思路尧技术选型尧算法逻辑及实现细节袁为
后续的开发与维护工作提供理论基础遥 同时袁技术伦
理规范被置于设计的首位袁确保干预工具的开发和使
用遵循尊重尧公平尧透明与责任的原则袁保护学习者的
隐私遥 在模型构建阶段袁聚焦于将设计理念转化为可
操作的模型实体袁此阶段广泛收集学习者的多维度信
息袁包括学习行为数据尧情感反馈数据尧生理监测数
据尧个人背景信息尧学习成效数据尧社交媒体活动记录
以及来自教师与同伴评价遥 基于这些数据袁选择合适
的机器学习算法与模型架构袁通过数据训练和特征提
取袁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尧偏好及
潜在需求遥 通过模型微调与参数优化袁提升模型的预
测精度与泛化能力袁使其能够精准识别学习者的个性
化需求并提出有效的干预策略遥 在模型评价阶段袁通
过交叉验证尧对比实验等科学方法袁全面测试模型在
不同数据集上的表现袁验证其预测准确性尧鲁棒性及
泛化能力遥同时袁教师根据学习者的反馈和实际表现袁
实施个性化的教学干预袁如提供情感支持尧解答疑问尧
引导讨论等袁以增强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遥 这
一过程不仅提高了模型的有效性袁 还通过人机协作袁
充分发挥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的互补优势袁为后续
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参考遥

渊三冤推动干预应用为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关键
动力

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作为嵌入教育教学实践

的数字化教育工具袁其设计和优化应始终遵循野应用
为王冶野以人为本冶的理念袁以推动干预应用为人智协

同学习干预的关键动力遥工具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设计
上的功能完备性袁更在于其实际应用效果袁需经教育
教学实践的反复考验遥评估干预价值的重要标准可判
断其能否为学习者带来实质性帮助和提升遥 在 EPA
理论指导下袁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应用和验证离不开学
习活动设计尧干预实施和效果验证三个关键环节遥 学
习活动设计是一个多维度尧精细化的过程袁紧密围绕
学习目标和任务特性展开遥 它包括详尽的任务分析尧
多元化教学方法选择渊如讲授法尧讨论法与案例分析
法冤以及技术工具的融入袁以增强学习体验遥干预实施
是干预应用的另一关键环节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
学习算法精准分析学习行为袁为学习者提供量身定制
的学习建议与即时反馈遥 与此同时袁人类教师凭借其
专业知识和情感智慧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解
决方案袁 助力学生深入理解和有效应用学习建议袁达
成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目标遥 学习效果验证是干预应用
不可或缺的一环遥 通过综合运用学习数据分析与实验
验证等方法袁全面评估干预工具的实际效果遥学习数据
的深度挖掘揭示了学习者的行为模式与学习成效袁为
评估其学习效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遥同时袁通过设
置对照实验袁比较干预策略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袁为优化
干预模型提供科学依据遥在此基础上袁不断迭代完善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模型袁持续提升学习的效果与质量遥

五尧实践应用案例

渊一冤研究案例情境
本研究以武汉某高校的野面向对象软件工程冶渊简

称为 OOSE冤课程作为实证研究情境袁验证人智协同
学习干预模型的应用效果遥通过对授课教师和学生的
调查分析发现袁学生在 OOSE课程学习中面临诸多困
难袁包括复杂概念的理解尧工程化方法的应用以及团
队协作能力的提升等遥这些问题导致教师在课堂管理
中难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参与度袁 进而影响学习效果遥
此外袁教师在辅导时常常无法及时帮助每名学生解决
其困难袁亟须借助人工智能辅助教师实施干预遥然而袁
通用型人工智能模型缺乏在特定教学情境数据上的

训练袁可靠性较低袁难以直接用于教学中辅助教师进
行学习干预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基于 OOSE课程的真实
情境数据袁设计和训练符合课程学习者学习特性的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遥

渊二冤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
为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袁本研究开发了一种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袁具体为基于推荐算法的回答者
推荐系统遥 该系统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渊CNN冤模型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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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精准匹配合适的人类指导者袁 从而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帮助遥 实验数据取自课程在线讨论数据袁 借助
TensorFlow进行模型训练遥结果显示袁模型在测试阶段
取得了高精确率和召回率袁 验证了推荐的准确性遥 该
工具充分发挥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互补优势院人
工智能通过精准匹配合适的人类指导者袁确保学生能
够获得针对性的帮助曰 而人类指导者则利用其专业知
识和情感智慧袁为学生提供更深入的指导和情感支持遥

渊三冤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应用
为验证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有效性袁 本研究

基于 Chen等人提出的协作知识提升模型[19]袁设计并实
施了在线协作学习活动流程袁旨在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
与协作袁提升学习效果遥 为了评估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
实际效果袁本研究随机选取两个班级袁分别作为实验组
渊55人冤和对照组渊47人冤遥 实验组的学生接受了基于人
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学习支持袁 而对照组则维持常
规教学模式遥 在评估过程中袁本研究采用 CoI框架[20]进

行内容分析袁以评估学习者的认知存在袁从而衡量人智
协同学习干预的效果遥 同时袁本研究依据技术接受模型
开展问卷调查袁了解学生对干预工具的态度[21]袁问卷的
克隆巴赫 系数为 0.95袁表明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遥

图 5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认知存在差异

通过认知网络分析工具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讨

论内容渊如图 5所示冤袁结果显示袁实验组学习者在探索
与整合等高水平认知行为之间的联系更强袁 表明人智
协同学习干预工具的支持下袁 实验组学生的讨论内容
更深入袁协作质量更高遥 此外袁实验组学习者在感知有
用性尧 满意度和持续性使用意愿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得
分分别为 3.72尧3.85和 3.61袁显示出学生对干预工具持
较为满意和积极的态度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设计的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
在实际课程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袁不仅提升了在
线协作学习的讨论质量袁 还获得了学生的积极反馈遥
这进一步验证了联结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设计与应

用模型的有效性袁为教育领域的人智协同学习干预提
供了有力支持遥

六尧结 束 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人智协同学习干
预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遥 然而袁实际
应用中干预设计与实施常脱节袁阻碍了人智协同学习
干预实践的推进遥 为此袁本文基于活动系统网络理论
构建了人智协同学习干预的理论模型袁强调人类经验
与智能系统之间的协同共生袁以及干预设计与应用的
有机结合遥 在此基础上袁提出了涵盖三个关键方面的
实践框架袁包括强调理论指导的基础作用袁明确干预
设计的载体功能袁设定干预应用作为核心动力遥最后袁
通过案例分析袁 验证了理论模型和实践框架的有效
性遥为进一步推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袁提出以下建议遥
首先袁加强学校与企业合作袁组建共同体袁实现资源共
享和优势互补遥例如袁在大模型研发中袁基础大模型需
要企业技术支持袁而垂直领域大模型需要学校的专业
知识袁 双方合作可提升干预工具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遥
其次袁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袁通过组织人工智能
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模式改革袁培养教师在教学中有
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袁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人智协同学习干预工具遥 最后袁需重视人工智
能伦理的引导袁妥善利用人工智能袁促进开展有效的
人智协同学习干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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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uman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s that integrate human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potential of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s, the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ors makes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apply relevant tools in real classrooms, leading to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oo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linking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activity system network
theory, emphasizing the symbiotic integra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a
prac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oretical guidance a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human -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s, leveraging intervention design as the carrier function for human-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s, and promoting intervention application as the key driving force for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s. This provides specific practical guidance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ors in designing and applying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s in practical
teaching. Finally, through typical case analyse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to connect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valid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This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s
but also makes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Keywords] Human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on; Learning Interventions; Connec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Activity System Network Theory; Theoretical Model; Practical Framework

design has the potential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design, and data-based evidence can
support and em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design. In this context, how can learning design and
learning analytics deeply interact to achieve evidence -based improvement through data -driven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multiple values of implementing evidence -
based learning design driven by dat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learning design,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growth. Subsequently, a data-driven evidence-based learning design system model (Data-
EDT)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systems ("evidence system" "learning design
syste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ystem"), 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design and learning analytics, and reveals the key processes of implementation from a design
perspective: the preparatory stage is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collaboratively creating
design products"; the mid-term implementation stage is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implementing plans in real
learning contexts"; the post- reflection stage is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in-depth self-reflection based on
design evaluation'. And the final generation stage is "the dual -role generation process through design
iteration for teachers", which supports teachers' evidence -based learning design practice and thereby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desig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Keywords] Data -driven; Learning Analytics; Evidence -based Learning Design; System Model;
Critic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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