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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混合教学到人智协同教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下的教学新形态（原

文链接：从混合教学到人智协同教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推动人与技术关系进入 “人智协同” 新阶段，

重构混合教学系统，形成八要素人智协同教学系统。

教学主体上，AIGC 与教师、学生构成三元主体异构，依教学场景和需求承

担不同角色，参与程度影响主体权重。

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 “复合脑” 和问题解决能力，注重与 AIGC 协同，

培养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

教学内容可动态生成、拓展、创造和定制，但内容生成与知识生成有别。

教学活动依 AIGC 作为中介或主体、知识类型构建选择框架。

https://mp.weixin.qq.com/s/2_Zv3Kxg1KTp6PA07j-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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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更具多模态、泛在与个性化，需结合给养理论应用。

教学反馈实现高精度、即时和深度反馈，弥补传统评价不足。AIGC 引领教

育深度转型，需关注教育本质，融合技术与教育，实现 “以人为本” 的教育。

（荐稿：李福裕）

二、高校 AI 辅导员，正式上岗！（原文链接：高校 AI辅导员）

应用现状：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已上线 AI 辅导员，

涵盖就业指导、心理健康、学业咨询等多领域，如杭州师范大学 “大树” 助力

学生职业规划，宁波大学 “小 e” 提供心理疏导。它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技

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重塑了高校学生服务效率与边界。

影响与挑战：AI 辅导员提升了服务效率，解放了人力，让教育干预更及时，

但存在缺乏 “人情味” 等局限。这引发了 “是否会取代真人辅导员” 的讨论，

实际上这是教育服务体系的变革。

未来趋势：未来高校辅导员工作将形成人机协同模式，AI 处理标准化事务，

真人专注价值引导。高校教育工作者需提升智能素养，学生也应珍惜与真人辅导

员交流的机会，AI 将推动高校学生服务迈向新阶段。（荐稿：李福裕）

三、谷歌人工智能的重要趋势（原文链接：谷歌人工智能的重要趋势）

发展历程回顾（2012 - 2024 年）：在硬件上，从 2015 年的 TPU v1 到后续

版本，计算能力和能效不断提升；软件方面，开发 Pathways 简化大规模计算。

模型架构上，Transformer、视觉 Transformer 等相继出现，还有如自监督学习、

蒸馏技术等训练算法以及思维链提示、推测解码等推理算法不断创新。

现状：Gemini 项目始于 2023 年 2 月，构建在多项创新之上，已发布多个

版本。Gemini 2.5 Pro 表现出色，在多个排行榜领先，具备上下文学习、视频理

解总结等多种能力 。项目涉及多领域人员协作，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大规模训练

中的问题，如处理静默数据损坏。

未来展望：一个团队提出针对公共利益 AI 的五个指导方针，强调人机协作

的重要性。还提出教育、医疗保健、信息、科学等领域的 AI 里程碑，如全球导

师、广泛医疗 AI、公民话语平台、科学家的 AI 助手等，若发展良好，AI 辅助

的未来将充满希望。（荐稿：周张泉）

https://mp.weixin.qq.com/s/L52lAsrAYL0GUM2iSKQDJA
https://mp.weixin.qq.com/s/BQICIj_jvG9Y_aSVy5e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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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汉理工大学这样探索数“智”赋能（原文链接：武汉理工这样探索数“智”赋能）

建设未来学习中心：学校依托行业融合成果，运用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建设

“车路云一体化” 未来学习中心，自 2023 年上线后已有 3.5 万余人次参与学习

体验，推动教学模式从 “师 — 生” 向 “师 — 机 — 生” 转变。

创新教学模式：教师借助数字技术制作微视频，将课程内容直观化，提升学

生学习体验。学校还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展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打破时空

限制。

融合人工智能与人才培养：学校推动人工智能在校园的广泛应用，推广六大

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通识课程体系，并举办数智大赛。

完善精准评价机制：依托 “数据 + AI” 构建三位一体教育评价体系，利用

数据驾驶舱、AI 巡课系统和全域数据感知平台，实现课堂智能分析和动态感知，

推动评价向质量转变 。通过这些举措，武汉理工大学构建新人才培养体系，塑

造教育新生态，培养卓越人才。（荐稿：周张泉）

五、武汉大学创新“AI＋”专业图谱（原文链接：武汉大学创新“AI＋”专业图谱）

面对高校利用 AI 技术进行教育变革时在 “教・学・管・评” 环节存在的问

题，如教学策略不精准、学习支持缺乏个性化等，武汉大学吴丹教授等在《数字

教育前沿（英文）》发表文章，开发 “AI +” 专业知识图谱。

该图谱依托珞珈在线教学平台构建，基于特定理念将多种技术融入教育各环

节。在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环节分别发挥重要作用，像为教师反馈教学效果、

为学生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推动管理数字化和精细化、实现科学多元化评价等。

未来，武汉大学还将整合深度学习模型、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优化学习体验，

加强跨机构合作，促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提升系统通用性，助力全球高等教

育数字化转型。（荐稿：陈爱月）

六、2025 年是 AI 智能体规模应用的“拐点时刻”（原文链接：2025年是 AI智能体

规模应用的“拐点时刻”）

2025年被认为是 AI智能体规模应用的“拐点时刻”。AI智能体是由大语言

模型驱动，能自主理解、规划和执行复杂任务的软件程序，与传统 AI助手不同，

https://mp.weixin.qq.com/s/vj0ql4zJLKkyMHDGnpx-aQ
https://mp.weixin.qq.com/s/Bq3IwpIvdtdY4TFBo5hbs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02624293152424502/?upstream_biz=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share_did=MS4wLjACAAAA6T-JHq22GoY7AkE5xzsHdO3aGwvD7guMSrV4FXA69M3LcwEhv2-YrJwaYTmn_gG9&share_uid=MS4wLjABAAAA_e6s0JUtlnD1axfQlwfFIvLH57bdmIYwg8cSUNx6qP8&category_new=__all__&timestamp=1747067672&share_token=8f31ef32-9a3f-450d-b767-48c08bff8e66&wxshare_count=3&utm_source=&source=m_redirect&wid=1747145977532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02624293152424502/?upstream_biz=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share_did=MS4wLjACAAAA6T-JHq22GoY7AkE5xzsHdO3aGwvD7guMSrV4FXA69M3LcwEhv2-YrJwaYTmn_gG9&share_uid=MS4wLjABAAAA_e6s0JUtlnD1axfQlwfFIvLH57bdmIYwg8cSUNx6qP8&category_new=__all__&timestamp=1747067672&share_token=8f31ef32-9a3f-450d-b767-48c08bff8e66&wxshare_count=3&utm_source=&source=m_redirect&wid=174714597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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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自主规划任务完成路径。2025年其爆发的原因在于大语言模型等技术的突

破，如中小模型的发展，以及思维链训练等能力的提升。

虽然人们期待 AI智能体具备强大的自主能力，但当前多数产品处于初级阶

段，面对复杂场景技术成熟度不足，且企业智能化就绪程度也有待提高。AI 智

能体应是“人机协同”，而非“全能自主”。

释放 AI智能体潜能的关键在于严格的压力测试、建立安全防护网、确保算

法透明和数据可追溯，以及以业务需求引导其设计部署。IBM 已构建智能体全

栈解决方案，其 watsonx Orchestrate平台可实现复杂工作流自动化，IBM凭借技

术能力、行业专长和合作伙伴生态，成为企业构建 AI智能体生态的理想伙伴。

（荐稿：陈爱月）

七、AI 工程师成长路线图（原文链接：AI 工程师成长路线图）

目标读者与先决条件：适合计划提升 AI 工程技能的程序员、软件工程师、

分析师、数据科学家。需具备中级 Python 或 JS 编程能力，有 2-3 个中等复

杂度应用程序编码经验，能阅读文档构建项目，会使用 IDE，git 和 GitHub 可

在项目中学习。

成长路线阶段：

初学者（<=1 个月）：了解 LLM 基础知识，掌握开发人员提示工程，学会

从 API 获取和处理 JSON 数据，调用模型及管理对话上下文，基于 langchain

操作，使用 Gradio 或 Streamlit 实现 POC 并在 HuggingFace Space 或

Streamlit 云上部署，支持多模态。

中级（~2 个月）：掌握向量嵌入和数据库，构建 RAG 应用和先进流水线，

开发代理及多代理应用，管理数据库并评估 RAG/RAGA 框架。

高级（~3 个月）：微调预训练 LLM 以适配特定领域，整理数据集设计流

水线，评估模型性能，进行 LLMOps，构建多模态应用，构建 SDK 等，保护 AI

应用。

学习资源与方式：AI 学习资源丰富，可参考 Github 链接。最佳学习方式

是开展项目，在 Github 库中可找到项目创意。（荐稿：陈爱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TgxODgwNA==&mid=2247490643&idx=1&sn=9e00dfbc86462e7544f433a25b18c727&chksm=fd71199bab48886329ea72f0a95874122934d7a8e1f9299a1106f302248558ea70983bfd6853&mpshare=1&scene=23&srcid=0501w3Hg3fO0nlTdUdTxBHvn&sharer_shareinfo=c26e99372bd027715473ff3184cc5610&sharer_shareinfo_first=64211f76371b155aa5ce25f22edf03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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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能驾驶、低空经济迎来黄金发展期（原文链接：智能驾驶、低空经济迎来黄金

发展期）

5G-A 网络商业化加速对智能驾驶和低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如

下：

对智能驾驶的影响

提升定位精度：5G-A 凭借纳秒级时延、海量设备接入及亚米级定位等核心

技术优势，与北斗 / GPS 卫星导航及地面基站深度融合，可实现车辆定位精度

突破厘米级阈值，能精准赋能自动泊车、高速公路全场景自动驾驶等应用场景。

保障信息实时性：在车路协同场景中，车辆需在 10 毫秒内完成环境感知、

决策规划、控制执行的全链路闭环。5G-A 网络特有的超低时延特性，能够确保

车辆实时接收交通信号动态、障碍物预警等关键信息，构建起预防碰撞的安全屏

障，从而提升驾驶安全性和效率，重构自动驾驶的技术图谱。

对低空经济的影响

提供智能化技术底座：5G-A 的万兆级下行速率与毫秒级时延保障，可支撑

无人机搭载的 4K 高清视频流与多光谱成像数据实时回传，为低空经济发展提

供智能化技术底座。

拓展应用场景：通过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与 AI 的深度协同，可进一步

推动无人机在智慧城市管理、立体交通巡检、物流运输、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

显著提升作业效率，拓展产业应用边界，助力低空经济乘势高飞。

（荐稿：刘力军）

九、低空经济，正在打开万亿级新赛道！（原文链接：低空经济，正在打开万亿级新

赛道！）

低空经济的概念：低空经济是以有人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为核心，带

动多领域融合发展的经济形态，其场景涉及多种航空器和作业装备。

低空经济爆火的原因：它是新质生产力代表，是战略新兴产业重要部分；国

家和地方双轮驱动，国家明确发展方向，出台专项政策，地方发布支持方案，设

立产业基金，规划航线和场景。

经济和技术驱动因素：当前经济增长依赖内需恢复等，低空经济可作为新质

生产力助力经济；技术上，飞行器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5G-A 和低轨卫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87527809267940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87527809267940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61546496183607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615464961836075&wfr=spider&for=pc


6 / 6

保障通信，智能化实现自主飞行，同时需强化信息安全，包括本体、通信和数据

安全。

发展展望：低空经济从政策走向落地，产业链加速发展，但面临网络安全等

风险，需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后续将深入剖析产业链和信息安全建设。

（荐稿：芮立）

十、六大趋势揭示低空经济发展规律（原文链接：六大趋势揭示低空经济发展规律）

最近，中国低空经济联盟理事长罗军教授发布了《低空经济发展趋势报告》，

报告从空域管理、低空经济与通用航空产业、空中和地面飞行保障设施、无人机、

eVTOL及应用场景六大方面进行了深度分析。

在空域管理方面，千米以下空域将在未来两年内逐步下放到地级城市，管理

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将成为可能，这有利于快速申请和审批。在低空经济与

通用航空方面， 低空经济对一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具有辐射能力强、科

技含量高等特点。预计到 2035年，当我国人均 GDP突破 3万美元，基本进入发

达国家行列时，通用航空将迎来高速发展期。在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方面，

当前各地规划建设的空中交通指挥平台和地面飞行服务平台投资巨大，但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可能无法满足未来高频率、常态化的飞行保障需求，且无法互联

互通。建议加快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的标准制定，推动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建设。

在无人机领域，无人机将与 AI结合得更加紧密，成为能够飞起来的机器人，

预计到 2030 年，我国无人机产业将率先实现万亿规模。在 eVTOL 产业方面，

eVTOL 最大的市场是城市空中的士，主要解决两三百公里半径内，点对点、端

对端的飞行需求。预计到 2030年左右，eVTOL将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低空经济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应在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飞行保障的情况下有序推进。物

流快递市场规模巨大，对时效性要求高，刚需客观存在，低空物流快递将最先受

益。罗军认为，当前正是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我们正迎来低空经济黄金

十年。（荐稿：王海涛）

https://bj.chinadaily.com.cn/a/202504/27/WS680e2053a310f54263474cd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