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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技术已经
悄然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

型，引发世界范围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浪潮。以
ChatGPT、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文心一言等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影
响着教育的理念重塑和形态变革，为教学场景
创新、教学模式重构、教学流程再造带来新的
机遇和挑战。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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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教育的理念重塑和形态变革。 教学过程智能化对促

进人的个性化发展， 培养创新型人才， 形成人才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

目前尚未形成科学完善的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研究采用调查研究、 专家访谈等

方法， 系统构建了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框架体系， 并通过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

标体系进行权重计算， 最终形成包括人机协同与具体教学过程应用 2 个二级指标、 13 个 3 级指标

的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完善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评估体系， 明确教学过程研究

的未来指向， 有助于推动智能技术全面融入教学全过程， 为数字教学改革发展与评价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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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
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
的智能时代 [1]。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成为促进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人机协同时代正在到来。
人机协同的“机”不单纯是指手机或者计算机
等终端，而应是一切先进的数字技术资源的代
名词。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悄然融入教
育领域，智能技术催生的教育新形态，对教育
变革和教师素养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教育
变革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随着
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的重要颠
覆，“人机协同”推动传统的“师—生”二元
结构向“师—生—机”三元结构转化，为智能
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赋予全新的内涵与路径。
教育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随着智能技术在教、
学、评全方位融入得到充分体现，使教学变得
更加个性化、灵活和高效。智能时代的教学将
凸显精准化、智能化、个性化特征[3]。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
断融入教育教学系统，世界各国正在积极探索
利用新技术实施个性化的学业诊断和辅导、改
进学习评价，促进教育教学场景创新，推动学
习方式从标准化、统一化走向个性化、多样化[4]。
教学过程智能化作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如何
有效评估教学过程智能化的发展水平，以确保
其质量和效果，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教
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
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教学过程智能化进
行探讨，包括智能教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教

师与学生在智能教学中的角色转变、智能教学
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等。然而，这些研究大
多关注于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对于教学过程
智能化发展的评估问题缺乏系统性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
文献报告、实践案例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
技术和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的最新要求，旨在探
讨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的新方向、实践教
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的新思路，以便更好地
促进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推动智能
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为数字教学改革发展与
评价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的内涵、
特征及评价

（一）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内涵

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基础教育
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推进
“数字化赋能教学质量提升”行动，强调构建
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助力提高教
学效率和质量 [5]。人工智能将从学习方式、教
学模式、资源供给等方面重塑教育 [6]，促成教
学过程智能化。教学过程智能化是指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手段，对
教学过程进行自动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改进
和优化。通过全流程收集、分析和挖掘学生学
习数据，智能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
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指导，帮助学
生更高效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同时，智能系统
还能够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展和困难，并根
据反馈信息调整教学策略，提供针对性的辅导
和支持。

教学过程智能化是当前教育领域的重要研
究课题，主要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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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学全流程的应用上，凸显
了数字时代“教师—资源—学生”协同互动的
特征。智能教学场景促使教学环节更加科学
化，遵循“精准识别—精准诊断—精准干预”
的操作流程，抽取、识别、记录学习者的过程
性数据，并经过数据中台进行精准分析，据此
建构“以学定教—因材施教—以评促教”的智
适应教育生态圈[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在发生着变化。利
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更加开放灵活的教学体
系。然而，技术驱动的混合式教学过程虽然愈
加智能化，但机器的介入可能会隔离师生的情
感交互，教师情感支持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学生
的心智发展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此外，在现
实的混合式教学中，线上学习部分的监督评价
机制尚不完善，可能会导致线上学习效果不
佳，以及线上学习不能与线下教学无缝衔接。
教师队伍建设是影响教育智能化发展的关键因
素。教师需要适应系统变化和加强信息技术能
力，这也是推进教育智能化建设的基础。总的来
说，教学过程智能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教学方法
和技术，也对教育理念和体制带来深远影响。

（二）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特征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①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与学模
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不断加强，对教
育的赋能正全方位地改变着教育形态，“智慧
教 +个性学”将成为教学新常态。②人机协同
的教学方式。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有助于重塑
教育知识体系和结构，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构建“师—机—生”协同的教育新模式，赋能
教、学、评、研等多场景下的人机协作与创新。
③开放互联的学习环境。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传

统知识传递的壁垒，让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界限
变得模糊。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全球范围
内的学习资源，与来自不同地区和背景的学生
进行交流和合作。④智慧教育培养高阶思维。
智慧教育将聚焦发展素质教育，基于系统化的
知识点逻辑关系建立数字化知识图谱，创新内
容呈现方式，让学习成为一种美好体验，有利
于培养学习者的高阶思维能力、综合创新能
力、终身学习能力。

（三）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

评价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需从多个方面进
行考量：①明确目标。首先要明确评价的目标
是为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还是为
了推广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明确目标
有助于制定合适的评价指标和方法。②多维评
价。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涉及多个方面，如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互动等。因此，评价
应从多个维度进行，包括教师、学生、课程、
教学环境等方面。③数据驱动。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和分析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数
据，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参与度、满意度等，
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教学效果。④持续改进。评
价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定期对教学过
程进行评价，从而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学方
法和策略，以实现教学过程的持续优化。⑤客
观公正。评价应保持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
和偏见影响评价结果。可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如同行评审、专家评审、学生评价等，以提高
评价的可信度。⑥关注需求。教学过程智能化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因
此，评价时应关注学生的需求和反馈，确保教
学方法和技术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⑦创
新实践。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尝试新的教学
方法和技术，同时关注这些创新在实践中的效
果，以便不断优化和完善。⑧政策引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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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支持和
引导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为教师提供培训和
支持，确保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框架

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态势，并强
调要加强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系统等基础
理论研究，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体系。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进步、促进
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技术，其在
推动教育深层次变革的过程中促进了教育新形
态的产生。纵观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技术
及其带来的新方法为教育教学实践带来很多新
的可能性[8]。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
课堂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教
学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正面临着数字时代全
新发展的挑战 [9]。教学过程中的智能化应用是
将人工智能技术“注入”教育之中而显现的教
育变革现象之一。本研究将人工智能教学过程
智能化作为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注入”课堂教
学发展情况的关键指标。

尽管智能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许多
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探索的问题。如在教学实践
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技术应用，忽视教学创新
的问题[10]；现有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多样，但
资源内容过于固定，难以满足动态多变的教学
活动的实际需要。尽管智能教学系统中存在着
海量的学习资源，但这些资源多以简单分类的
方式堆砌存储在资源库中，教师和学生为检索
资源耗费了大量时间，导致资源库中多数资源
闲置、利用率低，难以做到为教师和学生精准
推荐适合的教学资源，并且普遍缺乏对资源的

科学分类和精准推荐的工具。目前绝大多数的
精准评价，重在结果评价，更多的是利用智能
教学系统实现评价过程的自动和便利，忽视了
教与学方式和支撑条件的评价量化模型建立[11]。

从实践论的视角来看，教学过程中的智能
化应用是将人工智能技术“注入”教育实践之
中，促使教育“怎样变”，即如何驱动教学环境
由数字化走向智能化。因此，教育实践环节的
智能化发展程度是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核
心特征指标。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
教学过程应用“如何做”，才能够真正实现提升
教育效果、效率和收益，从而促进学习者的全
面、个性、终身发展 [12]。在教学场景中，作为
教师的“人”和承担人工智能的“机”，两者都
以学习者为中心，共同为学习者服务[13]。两者
之间相互增强、相互塑造、相互进化的人机协
同模式，正是人工智能教学过程应用应该“如
何做”以及“达成什么状态”的答案，也是稳
步实现人工智能教育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
教学实践中人机协同的成熟度也必定表征了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样态。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的教学过程智能化维
度由人机协同与具体教学过程应用两个指标构
成，且通过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
标权重，其中具体教学过程应用的权重高于人
机协同，具体权重如表 1所示。

四、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价框架构成阐释

（一） 人机协同程度指标确定

人机协同系统由计算机与人类共同组成，
该协同系统共有三个重要元素，即“人”“机
器”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14]。人机协同教
育则是指基于人与机的协同关系，促进师生认
知加工，以动态、发展的方式推动教育良性发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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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教育过程[15]。人机协同教学的目标会因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人、机各自的功能承载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承担
了传统上应由教师完成的重复性、单调性、常规
性的工作，而教师将更多地负责创造性、情感
性、启发性等指向学生个性发展的工作，教师与
机器的这种互补性也表明人机协同的必要性。

人机协同的理念与探索开始被运用于常规
的课堂教学中。根据机器智能由弱到强的智能
性，目前关于课堂人机协同教学主要聚焦于四
大类：AI代理（替代教师重复性工作）、AI助
手（教师增强 AI自动化处理）、AI教师（AI增
强教师创新） 和 AI伙伴（教师与 AI的相互社
会性增强） 四个阶段 [16]。人机协同的目的在于
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智能的自然延伸和拓展，
通过人机协同更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要想最
大程度地发挥人工智能在教育的优势，必须要
将人机协同理念运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17]。
因此，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人机协同成熟度的测
评，以及根据结果进一步优化人机协同模式十
分重要。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通信技术，

在教育活动中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例如，应
用于教学过程的智能技术，可以促进教学效率
与质量的提高。人工智能对教学的影响主要通
过转化为工具、媒体或者环境来实现，主要体
现在教学资源的智能优化、新型课堂教学模式
的构建、智能化的教学评价，以及个性化的课
后辅导当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教学
资源的智能进化、推送和检索，促使教学资源
更好地为教学过程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教学
评价理念的变化，同时促进教学模式的改变，
使教学评价方式更加科学、公平、全面，这一
系列的变革有助于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和实
现高效教学，有助于辅助学生高效学习，促进
其个性化发展、全面发展和创新发展[18]。因此，
本研究将人机协同教学的关键环节归纳为教学
资源准备、课堂教学、课后辅导和教学评价。

基于此，本研究将基于 AI 支持的教学过
程视角，从教学资源准备、课堂教学、课后辅
导、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测量智能化教学过程中
的人机协同程度，具体如图 1所示。

1.教学资源准备
教学资源准备是指教师在授课前对授课材

料、测试题目、课堂活动等相关内容、资源的
准备。智能教学平台能够把资源按照不同的形
式进行分类，甚至可以感知师生需求，为师生
智能筛选合适的资源并进行资源的自动推送，
从而使师生能够更加快捷地获取所需资源。教
学资源准备是实现智能教学的基础，因此衡量
教学资源准备的智能化程度是评价智能教学人
机协同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表 1 教学过程智能化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权重值 三级指标 权重值

教学过程

智能化
15.65%

人机协同 7.62%

课堂教学 1.96%

教学评价 1.94%

课后辅导 1.86%

教学资源准备 1.86%

具体教学

过程应用
8.03%

课堂及时互动 0.93%

学情实时诊断 0.92%

智能化作业 0.91%

智能资源推送 0.91%

学生数字画像 0.90%

预习情况监测 0.88%

辅助教师备课 0.87%

教学水平监测 0.87%

家校协同育人 0.84%

图 1 AI 支持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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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主要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

进行的精准化教学。在智能化教学过程中，智
能化教学平台可以实时监控每一位学生的学习
过程，记录过程性数据并进行学情分析。教师
通过智能系统可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
根据学情及时调整资源的推送，以满足学生自
主学习的需求，随时提供针对性辅导。在课堂
中依据学情制定教学策略、为学生提供精准辅
导是智能教学的核心，因此课堂教学中的人机
协同程度必然是教学过程智能化的关键指标。

3.课后辅导
课后辅导是指教师对学生作业进行批改，

并结合学生课堂学习数据的分析报告等内容，
给予针对性的学习建议。在智能教学环境下，
教师能够借助智能系统完成批改作业、登记
成绩等重复性的工作，并根据教学过程中学
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参照平台数据及其教学
建议，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实现分层教
学，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提升教学质量。课
后辅导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是精准教学的重
要途径，因此衡量课后辅导中所体现的人机
协同程度必将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在精准教学
方面的有效发展。

4.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重

要环节，是实施教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将人工
智能技术运用到过程性评价的最大优势，是可以
在教育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19]。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采集教学场景中的多模态数
据，对学情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建立学生数字
画像，科学辅助教师进行教学决策，引导教学
方向，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创新教学上，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反馈，从
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高教学效率与质

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科学、全面的教学
评价是智能教学的另一核心体现。教学评价的
人机协同程度需要强调学习过程的及时反馈，
过程性评价能够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
评价的变革，从而实现科学、客观、全面的智
能教学评价。

本研究利用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对
人机协同维度下的教学资源准备、课堂教学、
课后辅导、教学评价四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计
算，最终确定人机协同指标体系权重。该指标
所占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课堂教学、教学评
价、课后辅导及教学资源准备。

（二） 具体教学过程应用指标

发展智能时代的教育重在“课堂革命”，即
利用智能技术实现对传统教学的重构[20]。智慧
课堂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个性化，摒弃传统课堂教学的统一化
知识传授模式，变标准化教学为尊重学生个
体、促进学生知识建构与素养提升的多元个性
发展；二是精准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
课堂环境、丰富课堂资源，使课堂教学过程可
追踪、可量化、可计算，突破传统课堂中人类
教师的感官限制，变经验式教学为数据驱动、
智能增强的精准化教学；三是多元化，智慧课
堂从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模式等多维度
全方位超越传统课堂的概念及内涵，变为支持
“物理—信息—心理”多空间融合、“师—机—
生”多主体协同、“讲授—启发—探究”多模
式耦合等流程更丰富、结构更灵活的多元化课
堂。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使教育教学更加智能
高效，进而转化或生成教师的教学智慧，促进
学生的智慧发展[21]。技术赋能课堂具体体现在
教学流程中的智能教学应用，因此具体教学过
程应用情况是教学过程智能化程度的关键指标
之一。

教学过程智能化发展评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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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人机协同理念支持的智慧课堂教学，
主要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大教学环节，为
更细致地探究教学过程中的智能应用情况，本
研究将教学过程拆分为预习情况监测、辅助教
师备课、智能资源推送、课堂及时互动、学情
实时诊断、智能化作业。同时，学生数字画像
及教学水平监测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带
来重要变革的体现。此外，协同育人也更趋现
代化、科学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家校协同育
人是当前协同育人的重要途径，需要在技术的
支持下实现“同力同行”的显著提升。因此，
本研究将从智能应用对教师教学带来变革的角
度出发，对具体教学过程智能应用进行测量，
如图 2所示。

1.预习情况监测
预习情况监测主要包含教师制定精准的预

习任务、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等内容。在智能
教学系统的辅助下，教师能够根据其提供的教
学资源制定更为精准的预习任务，利用其记录
的学生学习数据以及呈现的学习报告，更为准
确地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这为后续教师的教
学设计与资源匹配提供了精确依据。

2.辅助教师备课
智能教学系统对教师备课的辅助作用，主

要体现在其具有庞大的教学资源库，且会智能
呈现教学资源内容分析，以及对学生预习表现
的诊断报告，这将促使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方
面更有科学依据、更符合学生的需求。

3.智能资源推送
智能资源推送主要基于智能教学系统对学

习资源的具体标签设定（如资源类型、对应知

识点、题目难度等），以及依据学生学习数据、
个性特点等因素形成的学生数字画像、学习诊
断报告等，向学生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4.课堂及时互动
课堂及时互动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利用智能技术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且
准确记录学生的课堂互动数据。一方面，利用
智能教学系统实现课堂及时互动，能够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和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利用智能技
术对学生多模态数据的捕捉与分析，能够突破
传统教师的感知能力，使教师逐步优化课堂活
动设计，以促进学生的有意义学习。

5.学情实时诊断
学情实时诊断主要是指智能

教学系统对学生各种数据的实时
获取与学业诊断，使教师能够及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多模态

数据（包含言语、动作、位置等数据） 使教师
对学生的学业水平诊断更具科学依据。智能教
学系统依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学生所进行的
学习分析促使教师的课堂指导更具针对性。

6.智能化作业
智能化作业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智能教学系统替代教师完成作业出题、作业批
改等相对重复性的工作，节省了教师的时间；
二是智能教学系统在传统作业的基础上向精准
化、个性化的方向创新，如智能教学系统能够
全面记录学生的作业数据，提供学生学习的历
史数据，使教师在作业设计时能够实现科学选
题，也能够将作业批改结果即时反馈给学生，
帮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知识巩固。

7.学生数字画像
学生数字画像是实现智能教学的基础。智

能教学系统中的学生数字画像，不仅应包含学

图 2 具体教学过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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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能力、学业水平等要素，还应包含学生的
个性特点、学习偏好等内容，从而为学生提供
更加适合的学习方式与内容，并提供学业预警
功能，使教师的教学指导更具针对性。另外，
利用学生数字画像还能够对学生进行更加个性
化的综合评价，注重其个体自身的特色发展。

8.教学水平监测
教学水平监测更加注重教师利用智能教学

系统对自己教学能力的提升。如教师可以通过
系统查看每节课的课堂回放视频，了解自己的
课堂教学表现，并依据系统对课堂教学视频的
数据分析与问题诊断，直观地发现问题，从而
优化课堂教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是教师个
人成长的需求，教师教学能力的不断优化更是
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石，只有教师自身不断发
展，教育的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

9.家校协同育人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交叠

影响方能取得整体育人的效果，共同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智能技术为家校协同育人提供了重
要的契机[22]，如教师可以通过智能教学系统与
家长在线沟通了解学生在家中的表现；向家长
推送学生的在校表现，使家长全面了解学生；
进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从而促进深度互联、
明晰共享，实现优质的协同育人机制。

本研究利用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具
体教学过程应用维度下的九个指标权重进行了
计算，三级指标的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课堂
及时互动、学情实时诊断、智能化作业、智能
资源推送、学生数字画像、预习情况监测、辅
助教师备课、教学水平监测、家校协同育人。

五、结语

发展数字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

势所趋和改革所向。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全过
程，引领教育领域系统变革，已成为智能时代
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
的融合应用是教育变革的关键要素，教学过程
智能化将促使教育教学形态呈现出智能化、精
准化、个性化的特点。智能技术融合应用于教
学全过程，为新时代教学理念的革新和人才培
养模式的变革明确了新的驱动力。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学过程智能化的内
涵与特征，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
深入开展问卷调研、实地走访、专家咨询等，
提出教学过程智能化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调
查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具体指标体系进行计算，
得出最终指标体系权重。教学过程智能化指
标体系的构建，完善了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
展的评估体系，为一线教学和学校推进教、
学、评一致性改革指出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促使教育系统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革新的智
能技术，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
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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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ssess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Excerpt from
the 2023 Annual Repor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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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reshaping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form. Intelligent teaching proc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forming competitive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the retrieval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

scientific and perfe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research investigation,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necessary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weight calculation of each indicator system is carried out, ultimately form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including two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specific

teaching process application, and 13 third-level indicators. This improves the assessment syste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i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larifi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research, and will help promote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o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evalu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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