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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利用计算机开展个性化自适应教学。智能辅导系统

作为这一领域的核心，其目标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和支持。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尤

其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智能辅导系统带来了突破性机遇，为个性化学习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回顾了研

究者为实现个性化学习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和局限，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在个性化学习中的潜力和影响，介绍

了“苏格拉底游乐园”——一个基于对话的智能辅导系统，如何利用大语言模型实施苏格拉底式教学，揭示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革新个性化学习方式。针对大语言模型的潜在误用，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并构建

了框架，旨在引导研发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范式下开发高效的智能教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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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化学习：审视过去

21世纪，个性化学习已成为推动学习者发展

的核心动力。2016年发布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

计划》，将个性化学习定义为一种根据学习者独特

需求定制教学策略的方法（Thomas，2016）。这种方

法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为中心，通过设定灵活的学

习目标和教学方法，实现教育个性化。个性化学习

被美国国家工程院视为 21世纪面临的 14大工程

挑战之一，肩负着与解构大脑等尖端科技并驾齐驱

的重要使命，标志着在解决教育差异化和个性化需

求上的重要进展。

个性化学习并非新生事物，可追溯至 19世纪

末 20世纪初的教育理论家约翰•杜威和玛丽亚•蒙
特梭利等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该教学法

为个性化学习理念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布鲁

姆的研究验证了个性化教学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

的优势，强调教育应充分适应学生的独特需求和偏

好（Bloom，1984）。
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依赖于教师对学生个体差

异的深入理解和教学策略的灵活调整，这不仅对教

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促使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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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个性化教育中的应

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计算机辅助教学已取得显

著成果，为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分配和教学个性化

提供了可能。本文通过展示个性化学习的理论起

源、战略意义及实践挑战，强调其在推进教育革新

和实现教育公平中的关键作用。 

（一）取得的成就

在教育技术领域，个性化学习技术研究，尤其

基于计算机的应用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旨在

深化学习体验并提升学习效率。智能辅导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代表了这一领域

最具前景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是利用人工智能实现

高度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智能辅导系统通过模拟

专业导师的角色，利用智能技术为学习者提供定制

化的教育内容和反馈，避免人类教师的直接介入。

这一技术不仅涵盖多种实践形态和设计理念，而且

基于共有的理论和技术框架，可确保系统能够适应

每个学习者的独特需求（Luckin et al.，2016）。
智能辅导系统包括三个模块：领域知识模块、

教育策略模块和学习者模型。领域知识模块负责

提供学科内容，教育策略模块负责选取最适合的教

学方法，学习者模型负责评估和适应学习者的当前

理解水平和需要（Padayachee，2002）。这些模块协

同工作（见图 1），确保智能辅导系统能为所有学习

者提供真正个性化且具有适应性的学习环境。

大量研究显示，智能辅导系统在增进学习效果

方面优势显著，在提升学习成果方面，能够达到乃

至超越人类导师的教学效果（Kulik & Fletcher 2016；
Ma et al.，2014；VanLehn et al.，2011）。

智能辅导系统的实现方式大致分两种：基于传

统的计算机交互和基于对话的交互。前者指依靠

点击、拖拽等直观操作进行学习；后者指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仿照人类导师的方式，与学习者开

展一对一互动。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为学习者提供

丰富且多样的学习体验。智能辅导系统在多个领

域的成功应用证明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在未来教育

中的潜在重要性，彰显了它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和在

实现个性化学习中的价值。 

1. 基于传统计算机交互的智能导学系统

知识空间中的学习与评估（Assessment  and
Learning in Knowledge Spaces，ALEKS）是一款基于

知识空间理论（Knowledge Space Theory，KST）开发

的智能辅导系统（Falmagne et al.，1990）。该系统的

设计核心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知识空间理论，

精准评估并监测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程度，从而提供

高度个性化学习路径（Canfield，2001）。ALEKS可

以作为传统教学手段的补充与辅助，增强学生的学

习效能（Sun et al.，2021）
ALEKS始于初始知识检测，如通过一系列选

择题测验识别学习者的当前知识状态，并据此构建

个性化知识空间。该空间涵盖学习者已掌握及尚

未掌握的知识点，并基于特定的先决条件，指引学

习者依次掌握所需知识点。在学习过程中，ALEKS
动态追踪学习者的学习进展，通过实时数据分析调

整学习路径，确保学习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学习

目标（Craig，2013）。在此过程中，ALEKS实时评估

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状况，据此为学生推送合适的学

习资源，在为学生提供丰富动态的个性化学习体验

的同时，也优化教学资源的分配和利用。 

2. 基于对话的智能导学系统

教师和学生主要以自然语言作为媒介进行交

互。因此，模拟人类导师使用自然语言对话进行教

学辅导自然就成为部分智能导学系统研究者的关

注重点之一。在 Circsim-tutor （Kim et  al.， 1989）、
Atlas-Andes （Freedman，2000）和 ITSPOKE （Litman &
Silliman，2004）等众多智能导学系统中，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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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辅导系统理论框架

徐升，佟佳睿，胡祥恩. 下一代个性化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强智能辅导系统 OER. 2024，30（2）

· 14 ·



是 AutoTutor（Nye et  al.，2014）。AutoTutor通过模

拟人类导师一对一辅导的对话模式和辅导策略

（Graesser et al.，1995）进行教学。其核心是运用期

望与误解定制的对话策略，针对学习者的个别需求

提供精准反馈。该对话策略主要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Dumais，S. T.，2004），深度分析学习者的

回答，将学习者的回答与对应的预期正确答案或

典型误解匹配，并据此提供定制化反馈。同时，

AutoTutor  利用对话推进网络 （Dialogue  Advance
Network，DAN）维系整个学习过程，学习者与系统

的对话自然且连贯，即使在复杂的多轮交互中也能

保持流畅（Person et al.，2000）。它通过两个主要指

标——回答的相关性和新颖性评估学习者的输入，

为不同水平的回答提供相应的反馈。与 AutoTutor
开展教学对话，在感知上类似与真实教师的教学对

话（Person & Graesser，2002），能有效地模拟人类教

师进行一对一辅导。

与 ALEKS不同，AutoTutor 在教授概念性知识

方面优势突出，比如教授阅读理解（Shubeck et al.，
2017； Xu  et  al.， 2019） 、 概 念 性 的 计 算 机 知 识

（Graesser et al.，2003）、概念物理（Rus et al.，2013）、
批 判 性 思 维 等（Halpern  et  al.， 2012；Millis  et  al.，
2011），这些都是其他智能导学系统很少涉及的领

域。在研究者和开发者的不断努力下，AutoTutor
还在不断增加新的特性，如加入 3D技术模拟物理

问题实时分析处理学习者情绪状态（Nye  et  al.，
2014）。 

（二）存在问题

智能辅导系统在推进个性化学习方面进展显

著，但其发展也遭遇多重挑战。首先，尽管研究持

续了近四十年，但智能辅导系统在实现预期学习效

果上仍未能达到布鲁姆（1984）  提出的理想 2σ问

题（即优秀的一对一教学可以将学生的学习效果提

高两个标准差水平）。智能导学系统实际的学习效

果通常在 0.8到 1.0个标准差之间（VanLehn，2011）。
这表明，尽管智能辅导系统教学在成效上优于平均

水平的人类导师，但与最初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

差距。

首先，技术应用滞后是智能辅导系统发展遭遇

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

景下，智能辅导系统项目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技术

成果，如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Xu et
al.，2021）以及在知识追踪方面新的进展等（Piech et
al.，2015；Pelánek，2017；Xiong et  al.，2016；Zhang et
al.，2017）。这些新技术的缺席限制了智能辅导系

统在某些领域的提升。

其次，将先进的学习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智能辅

导系统也面临难题。虽然教育研究已取得了许多

理论上的进展（Gholson  et  al.， 2009；Chi  &  Wylie，
2014），但这些进步在技术层面的实施面临重大挑

战，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技术尚不足以支撑这些理论

的实际应用。

最后，智能辅导系统的规模化实施同样困难重

重。由于学习具有领域独特性，在特定领域有效的

智能辅导系统往往难以扩展到其他领域。此外，开

发和维护智能辅导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领

域专家的持续参与，增加了其规模化应用的复杂性

和成本。

这些挑战不仅凸显了推进智能辅导系统过程

中需要克服的技术和理论障碍，也显示了未来研究

和发展中的潜在机遇，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跨学科

合作方面。 

（三）总结

回顾智能辅导系统的发展历史，我们不仅见证

了其在教育技术领域的显著成就，也发现了若干关

键的挑战和差距。首先，尽管智能辅导系统已取得

了进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习效果，但与最初设

定的理想目标仍有明显差距。此外，我们还注意到

智能辅导系统在采纳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方面存

在滞后性，许多经过验证的先进理论尚未在智能辅

导系统得到充分应用。同时，面对全球教育对高质

量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智能辅导系统的规模化生

产与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缺口。

2022年下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如 ChatGPT的问世彻底改变了

人们对人工智能能力的看法，并为智能辅导系统的

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先进的技术不仅

有潜力弥补现有的差距，而且还能推动智能辅导系

统朝着更加个性化、互动性强和易于规模化的方

向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全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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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大语言
模型：最新进展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

“新一代人工智能”及其教育应用指的是那

些自 2022年以来引领人工智能领域变革的新技术，

特别是那些集成了生成性能力和大规模预训练的

模型。以往人工智能技术往往依赖于特定任务的

数据集训练，且应用范围受限，例如，只能进行图像

分类（He et al.，2016），或者对自然语言文本进行情

感分析（Hoang et al.，2019）。相比之下，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广泛未标记的数据进行预训练

（Radford et al.，2018），展现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

并生成以往只有人类能创作的内容，如文本、图像

甚至视频。这些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案例包

括基于稳定扩散模型（Stable Diffusion）  （Rombach
et al.，2022）和 ChatGPT。值得一提的是，ChatGPT
能够理解并回应广泛的人类自然语言指令，覆盖从

文本创作到编程等多个方面。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是新

一代人工智能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以

ChatGPT、Palm（Anil  et  al.，2023）和 Llama（Touvron
et al.，2023）等为代表。大语言模型一经发布就引

发了关注，其能力在各个专业领域得到充分验证。

例如，ChatGPT在美国医学执业考试中的通过率近

60%（Kung et. al.，2022），并在数学、科学、法律等

多个专业和学术考试中超过 90%的人（Achiam et
al.，2023）。由于其出色的专业能力，大语言模型同

样引起教育研究者的注意，研究人员（Baidoo-Anu，
et. al.，2023；Grassini，2023；Kasneci，2023）正在积极

探索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在各个专业领域，

如医学教育（Sallam，2023）、编程学习（Meyer et al.，
2023）、专业大学教育（Tsai et al.，2023）、儿童思考

和提问技巧训练（Abdelghani et al.，2023）。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也发布了关于在教育环境中应用生成

性人工智能的指南，系统呈现了生成性人工智能模

型的潜力和趋势（Holmes & Miao ，2023）。可以预

见，生成性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将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二）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智能导学系统：应用举例

大语言模型拥有优秀的多轮对话能力、自然

语言理解、生成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逻辑推理能

力，非常适用于智能教学系统。目前，学术界关于

如何在智能导学系统中应用大语言模型以更好地

实现个性化教学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本研究采

用一些实际应用案例，揭示大语言模型如何提升智

能导学系统各个模块的功能，以便推进更高级的个

性化教学。

有了大语言模型，构建能熟悉各个领域的基于

对话的智能导学系统变得非常简单。研究者仅需

要掌握“提示词工程”（Ekin，2023），通过向大语

言模型提供适当的指令，就可以使其根据用户要求

执行特定任务。

大语言模型可以以选定的知识点为基础，生成

相应的领域知识并通过对话方式传递给学习者，同

时根据与学习者的对话情况实时调整后续学习内

容，即发挥领域模型作用，提供任意领域的学习内

容。本研究基于大语言模型开发了用于教授行为

统计学的对话教学系统（见图 2）。该系统用树形

结构将与统计相关的知识点组织起来，学习者可以

点击任一知识点，与虚拟导师对话。

大语言模型同样能够担任学习评估者的角色。

它通过分析学习者的自然语言输入，以简洁的方式

评估其掌握程度。大语言模型不仅能判断学习状

态，还能提供具体的反馈和建议，激发学习者探索

和理解相关知识点（见图 3）。
采用教学策略进行多轮对话引导是早期基于

对话的智能辅导系统的一大挑战，因为它涉及对学

习者多轮输入的深度分析以连贯地规划下一步的

辅导行为。这个过程中处理自然语言的复杂性是

关键。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难题，极大提升

智能导学系统在执行复杂对话教学中的能力和

效率。 

（三）大语言模型在基于对话的智能导学系统

的综合应用：苏格拉底游乐园 

1. 系统介绍

“苏格拉底游乐园”是一个采用大语言模型

执行苏格拉底式教学对话的智能辅导系统。该系

统旨在为学生提供定制化、自适应的学习体验。

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强大功能，可

以引导学习者自我反思、批判性思考，发展独立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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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苏格拉底式教学的高效实施，该系统的

设计遵循以下原则：首先，系统始终围绕与所学知

识密切相关的实际场景进行设计，并确保在这些场

景内对学习者、学习对话内容高度敏感；其次，系

统通过评估学习者的认知搜索能力，提出需要深入

推理的问题，引导学习者探索而不是直接提供答案；

再次，系统通过问题提示与学习者互动，鼓励他们

思考。简而言之，“苏格拉底游乐园”通过精心设

计的问题场景和引导问题，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促使他们深度学习和自我反思。

用户首先在初始设置界面选择感兴趣的学习

领域，如“行为统计中的 T检验”或“金融市场与

证券投资”。基于这一选择，系统自动识别并列出

该领域必须掌握的关键知识点，启动构建个性化学

习路径（见图 4）。
针对学习路径中的每个关键概念或知识点，系

统将创造一系列丰富的问题场景。每个场景都围

绕一个核心问题设计，要求学习者通过理解和应用

相关知识寻找解决方案。在这些互动场景中，系统

承担苏格拉底导师的角色，通过苏格拉底式的问答

法促使学习者深入思考，从而达到学习目的（见图 5）。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不会直接提供答案，而是通过

提出挑战性的问题鼓励学习者自我探索和解决问

题（见图 6）。

 

图 2    大语言模型作为领域模块提供学习材料

 

图 3    大语言模型根据自然语言输入评估学习者的学习状态

 

图 4    学习者需要掌握概念的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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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为学习路径上的知识点生成问题场景
 

 
 

图 6    系统通过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引导学习者思考
 

“苏格拉底游乐园”展示了一个跨界的、高

度个性化的对话式智能辅导系统的新范例，其特色

如下：

1）无领域限制。系统覆盖广泛的知识领域，解

决了以往智能导学系统在规模化和跨领域应用上

的不足。

2）高度个性化体验。学习者的每次输入都将

得到系统的反馈，这将保证学习者获得定制化的学

习体验。

3）融合先进学习理论。“苏格拉底游乐园”

能根据各种学习理论和教学方法与学习者互动，体

现了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内涵和理念。系统分析

学习者的回答，识别知识掌握的缺陷，并据此提出

引导性问题，这一切得益于当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的进步：支持复杂文本的理解与生成。

“苏格拉底游乐园”通过精心设计的提示词

架构，利用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和互动开展辅导。

系统通过初步的提示接收用户输入，并结合用户反

馈细化后续的指导，从而确保回应符合学习者的实

际需求和学习状态，展现出对话式智能导学系统在

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 

（四）总结

大语言模型为智能辅导系统，特别是基于对话

的智能导学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有效地克服了

此类系统面临的传统难题。首先，利用大语言模型

的高度通用性能确保智能导学系统以极低的成本

（仅需少量的提示词调整）覆盖广泛的知识领域。

其次，大语言模型出色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使智能

导学系统能够深入挖掘学习者回答中反映出的知

识掌握情况。再次，大语言模型先进的自然语言生

成能力使得复杂的教学策略有了用武之地，比如，

在教学对话中使用苏格拉底式反问。

从智能导学系统理论框架的角度看，大语言模

型显著增强了智能导学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领域知识模块、学习者分析模块和教学策略模块

的功能。对于基于对话的智能导学系统而言，大语

言模型的引入标志着新一轮发展机遇，预示着其功

能和应用范围的大幅扩展。 

三、展望未来：构建研发评价体系
 

（一）大语言模型应用挑战

大语言模型的教育应用正迅速深化并广泛扩

展，已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在避免大语

言模型滥用的基础上优化其教育应用成为教育研

究者面临的紧迫问题。大语言模型的不当使用可

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

1）技术的负面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首先会给知

识和能力体系带来冲击。知识方面的冲击主要表

现为生成式模型可能生成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使用和传播会带来认知上的混乱。此

外，由此带来的人的基础技能的退化也是潜在问题。

如果人类过度依赖大语言模型，人类的认知技能，

如阅读理解、信息抽取和整合，甚至批判性和创造

性思维能力都可能受到损害。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人的潜在负面影响值得研究者严肃对待。

2）学术道德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会对学术诚信构

成威胁。学习者可能通过大语言模型不当获益，比

如在作业中获得更好的成绩。缺乏有效检测工具

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

3）教育质量与公平问题

正确使用大语言模型或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可以促进学习，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

发达地区的学习者可能更快地接受新技术，并有机

会得到充分的指导，以便更好地应用新技术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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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率；欠发达地区的学习者可能面临资源获取的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接入的不足、缺乏适当的

培训以及与先进教育工具的互动机会有限。这种

不平衡不仅会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分配，还可能

加深不同人群知识和技能的鸿沟，进一步影响个人

的学习进步和地区教育的发展。

针对这些挑战，教育领域需寻求平衡发展，探

索如何合理利用大语言模型的潜力，通过制定相应

机制来减少其潜在的负面影响，确保技术的应用促

进而非阻碍教育进步。 

（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智能导学系

统的研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带来

的滥用问题，凸显了智能辅导系统领域制定合理的

研究、开发与评估框架以及建立方法论的紧迫性。

大语言模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应用时间不长，

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还未完全显现，因此，建立

有效的研发及评估机制显得尤为关键。

智能导学系统是一个与技术紧密结合的领域，

计算机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教育学和心理学（特别是认

知科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三者有机结合（见

图 7）：教育学提供教学法、教学策略方面的理论框

架和实践方法；认知心理学明确学习涉及的心理机

制；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用于保证教育学与心理

学提供的理论框架落地，由此形成高效的、个性化

的教学系统。
 
 

人工智能
  技术

智能导学
  系统

心理学/认
知心理学

教育学

图 7    智能导学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Nwana，1990）
 

为了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浪潮中推动个

性化学习迈向新阶段，本文提出了 ASSP框架（即

该框架四个内涵的第一个动词的首字母），以指导

智能导学系统研发人员有效利用大语言模型及其

他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更优质的个性化学习应用。

该框架的内涵如下：

1）遵循先进的学习理论（adhering to advanced
learning thoeries），即深度融合和应用强调适应性、

个性化和吸引力的先进学习理论。这将确保智能

导学系统开发基于最新的教育理论，满足多样化的

学习风格和需求。

2）使用最新技术（state-of-the-art-enabling tech-
nologies），即采用当前最前沿的技术，不仅作为工

具，更作为提升教学质量、增强互动和访问的媒介。

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人

们应积极探索其在智能导学系统中的应用潜力。

3）正确应用策略 （strategic  appropriet  applica-
tions），即明智地在教育场景中应用上述技术和理

论。这意味着要在合适的环境中选用恰当的工具

和方法，以最大化学习成效，并确保技术融合的目

标是明确且有益的。这一内涵的关键在于避免技

术使用的盲目性，确保技术解决的是教育实践真正

的需求点。

4）证实学习有效性（proven efficiency learning），
即重视在教育实践中采用基于证据的方法。这包

括对所使用的学习策略和技术进行持续的评估和

验证，以确保它们真正地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任何

新技术或智能导学系统的开发，不仅需追求创新性，

更要有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四、总结

在 21世纪的教育研究领域，个性化学习已逐

渐转变为一个综合性议题。它不仅面临技术带来

的挑战，还涉及人文关怀、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的

交织。这一转变的历程，不单反映了智能辅导系统

的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大语言模型的涌现为个

性化学习领域注入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源自技

术自身的进步，同时也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概念的扩

展：在大语言模型的赋能下，个性化学习将进入全

新的阶段，并为教育欠发达地区提供更优质的学习

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大语言模型在智能导学系统

中的融合应用有巨大的社会价值。

大语言模型可以极大地提升智能导学系统各

个模块的表现，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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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念，可以赋予智能导学系统以前所未有的交

互性和适应性，提升系统对学习者需求的精准响应

能力，推进个性化学习进程。

在大语言模型为智能导学系统赋能的新时代，

跨学科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技术开发者、教育工

作者与政策制定者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合作，成

为应对新技术挑战的关键。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

解决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障碍，还能推动教育创新，

使更多人受益于个性化学习的进步。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的 ASSP框架旨

在促进智能导学系统的开发，促进教育学、心理学

与伦理学知识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利用大语言模

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个性化学习的过程

中，研究共同体应更加注重技术与人文价值的融合，

确保技术进步能促进教育公平和支持学习者的全

面成长。

展望未来，大语言模型赋能智能导学系统需关

注的不仅是技术本身的进步和应用的实效性，更重

要的是，强调教育实践的伦理性、公平性和可持续

性。通过持续的探索和实证研究，构建既高效又包

容、既创新又符合伦理标准的个性化学习新模式，

将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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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ve been dedicated
to achieving personalized adaptive learning by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computers. Despite significant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to  be
add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has
brought  breakthrough  opportunities  to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and  opened  up  new  paths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fforts, outcomes  as  well  as  their  limitations  of
researchers  in  achiev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and impact  of  LLMs in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cratic  Playground,"  an  example  of  a
dialogue-based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that  utilizes  LLMs  to  execute  Socratic  teaching,
demonstrating  how generative  AI  innovates  personalized  learning.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LLMs, the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to
guide  developers  in  developing  efficient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under  the  paradigm  of
generative AI and LLMs.

Key  words: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ChatGPT； conversational  base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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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an in-depth study of Dewey's 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4C model,  which builds upon the traditional five-step teaching method while incorporating other
essential elements found in Dewey's works. The T4C model emphasizes inquiry-based learning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i.e.,  C1,  represen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what  Dewey
refers  to  as  reflective thought  or  practice),  utilizing tools  (such as concepts,  techniques,  etc.)  within a
community  through cooperation (C2)  and communication (C3).  C4 refers  to the anticipated outcome of
this  inquiry-based learning,  which is  the  acquisition of  creative  new experiences.  The T4C model  is  a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higher-order  skills  urgently  needed  in  modern  society,  including  the  use  of
tools,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and creativity skills. The essence of this model is to
cultivate  higher-order  skills  by  higher-order  skills,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promote  the  essential
connection of democracy with education in Dewey‘s social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Dewey's  Five-Step  Instructional  Model； higher-order  skills； 4C  Skills； reflective
thinking；inquiry；T4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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