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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求索 · AI无限



1950年，“计算机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Alan M. Turing）发表了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 ，这篇论文

被誉为人工智能科学的开山之作。 在论文的开篇 ，图灵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机器能思考吗？ ”。这个问题激发

了人们无尽的想象 ，同时也奠定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雏形。

在这篇论文中 ，图灵提出了鉴别机器

是否具有智能的方法 ，这就是人工智

能领域著名的“图灵测试”。 如图所

示 ，其基本思想是测试者在 与被测

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 隔离的情

况下 ，通过一些装置（如 键盘）向

被测试者随意提问。进行 多次测试后 

，如果被测试者机器让平均每个测试

者做出超过30%的误 判 ，那么这台

机器就通过了测试 ， 并被认为具有

人类智能。

图灵测试



• 麦卡锡（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香农（

Claude Shannon）和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四位学者向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举办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的提议

（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建议书，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拟于1956年夏天在达特

茅斯学院举办的人工智能研讨会。

• 评审意见：研究内容难以让人彻悟（difficult to grasp very clearly），但是

鉴于这一研究所具有长期挑战性特点，基金会愿意资助其申请经费的一半。希

望你们不会觉得我们过于谨慎（overcautious），对思维的数学模型研究从长

远来看非常具有挑战性，是一场适度的赌博，因此在现阶段冒任何大风险会令

人犹豫重重。

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

1955年8月   基本猜想：学习的所有特点以及大多数智能原则上都可被精确描述出来，从而用一台机器来模
拟。



1956年6月 ，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 ，是人工智能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

议汇 聚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他们共同探讨和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这次会议的主题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定义、 研究方法和应用场景展开。 与会者们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算法和技术， 

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潜力。 他们共同认识到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将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

人工智能的诞生



在这次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个词汇被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首次提出。与会者们不仅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

用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 ，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思路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工智

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因此达特茅斯会议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开端”，1956年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这

次会议不仅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

人工智能的诞生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够和人一样进行感知、认知、决策、执行的人工程序或系统

第四次浪潮
Y 值

1990
第二次黄金期

Logic Theorist
第一款人工智能软件

Perceptron 
第一款神经网络软件

Hopfield
网络&BP算法

第五代
计算机兴起

1980以前 1970 20101990 2000 2020 未来

第一次AI冬天

第五代计算机失败，
DARPA削减投入

第二次AI冬天

1970
第一次黄金期

DNN 在语音识别上的成功

CNN 在图像识别上的成功

深度学习（Hinton 2006）

GAN 在围棋任务上获得成功

AI for Science 形成热
潮

Transformer 在自然语言处理获得成功

Attention 在机器翻译上获得成功

GPT、Bert 开启NLP的预训练新范式

2006
第三次浪潮

2016 AlphaGo
下围棋胜过人类

2019 Squad
阅读理解超过人类 

2022 
ChatGPT智慧涌现 

2025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科技革命导致教育系统的转型与升级

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四次科技革命

张学敏,柴然.第六次科技革命影响下的教育变革[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No.310(02):117-127.
黄荣怀.论科技与教育的系统性融合[J].中国远程教育,2022(07):4-12+78.

蒸汽机
工业化生产出现

电力技术
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

智能技术
智能社会到来

目标：适应工业化生产的技
术工人
内容：教育世俗化、生产所
需的技能和社会规范等
环境与体制：班级授课制、
导师制

目标：培养技术人才和复
合型精英人才
内容：注重工业发展所需
的实用科学学习
环境与体制：学校教育与
企业培训结合

目标：培养高科学素养的
综合性人才
内容：注重学生跨学科知
识学习和综合能力培养
环境与体制：拓展信息空
间

科技革命

教育体系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人工智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语言大模型

是 指 在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 Nat u ral  La ng 
uage   Processing， NLP）领域中的一类大模
型， 通常  用于处理文本数据和理解自然语言 。
这类大模型  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在大规模语料库上
进行了训练，以学习自然语言的各种语法 、语义
和语境规则 。代表性产品包括GPT系列 、文心一
言、DeepSeek 等。

多模态大模型

是指能够处理多种不同类型数据的大模型，例如   
文本 、 图像 、音频等多模态数据 。这类模型结
合    了NLP和CV的能力， 以实现对多模态信息
的综合   理解和分析，从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
处理复杂   的数据 。代表性产品包括DingoDB多
模向量数据   库（九章云极DataCanvas） 、 
DALL-E(OpenAI)、 悟空画画（华为） 、
midjourney等

视觉大模型

是指在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CV）
领 域中使用的大模型 ，通常用于图像处理和分
析 。 这类模型通过在大规模图像数据上进行训
练， 可 以实现各种视觉任务 ，如图像分类 、目
标检测 、 图像分割 、姿态估计 、人脸识别等 。
代表性产品 包括VIT系列（ Google ） 、文心
UFO 、华为盘古CV 、 INTERN（商汤）等。

大模型的分类



大语言模型发展历史



多模态/多领域数据通用接口硬件虚拟层

智能时代一直没有出现像Windows、Android/iOS这样真正的操作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信息系统入口/界面，同时可以管理

计算资源并支撑应用开发。ChatGPT作为一种大语言模型，会起到信息系统入口的界面。

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 内存管理 进程管理 人机交互 网络 安全管控CPU调度

办公

桌面和移动应用

大语言模型

意图识别 情感分析

图像表示

文本生成 图片生成

文本表示

Chat

AI应用

图表示

声音生成 图生成问答

浏览
器

各种
服务器

图片
编辑

播放
器

科学
计算

QA 翻译 作曲 画图

服务应用

…写
代码

Language Models are General-Purpose Interfaces
Yaru Hao Et. al. DOI:arxiv-2206.06336

ChatGPT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信息系统入口



 Apple

 iPhone

 iOS

 App Store

 Jobs

 OpenAI

 GPT-4

 ChatGPT

 Plugins

 augmented+ Jobs ?

•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苹果手

机，把iPod、电话、移动互联网设备等进行有机结

合，推动了移动互联网进入了黄金发展年代。 

• 今天大模型给人类社会诸多生产、生活模式带来一

次大变革。2023年2月，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

勋提出随着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出现，我们已

经进入“人工智能的iPhone时刻（iPhone 

moment of AI）”，这一观点受到美国《财富》杂

志、华尔街时报等媒体的广泛认可并转载。 

• 未来人们不必再自己去下载和使用各种App和网站，

互联网的统一入口变成了ChatGPT，每个人都将拥

有一个专用的以自然语言交互的人工智能助手，连

接所需互联网信息。

ChatGPT:人工智能的iPhone时刻



AI的三大基石
数据是燃料，模型是引擎，算力是加速器

• 数据：ChatGPT训练中使用了45TB数据、近1万亿个单词（约1351万本牛津词典所包含单词数量）以及数十亿行源

代码。据估计全球高质量文本数据的总存量在5万亿token左右，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在一个数量级内，耗尽世界上所

有有用的语言训练数据供应。

• 模型：包含了1750亿参数，将这些参数全部打印在A4纸张上，一张一张叠加后，叠加高度将超过上海中心大厦632

米高度。

• 算力：ChatGPT的训练门槛是1万张英伟达V100芯片、约10亿人民币，模型训练算力开销是每秒运算一千万亿次，

需运行3640天。

• 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下以“共生则关联”原则实现了统计关联关系的挖掘。



      2024年2月15日，OpenAI正式发布文生视频模型Sora，并发布了48个文生视频案例和技术报告，正式入局

视频生成领域。Sora能够根据提示词生成60s的连贯视频，该模型了解这些物体在物理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可以深

度模拟真实物理世界，能生成具有多个角色、包含特定运动的复杂场景。

Sora的出现
从文本空间到视觉空间，从图像合成到视频合成



• 在保持连贯的上下文语境中，对若干个单词进行有意义线性组合，从而连缀成一个会意句子；

• 在保持合理的空间布局下，对众多图像小块进行有意义结构组合，拼合为一幅精彩图像；

• 在保持一致的连续时空内，对一系列时空子块进行有意义时空组合，从而拼接成一段动感视频。

Sora的超级涌现力



近期因开源AI大模型和相关技术火爆全球，DeepSeek一
度在140多个国家的应用商店下载排行首位。

DeepSeek—有史以来最快获得1
亿注册用户的APP。

DeepSeek席卷全球

引爆全球，高性能、低成本的国产、开源大模型!

• DeepSeek-R1已发布并开源，性能
对比OpenAI o1正式版。

• 在 目 前 大 模 型 主 流 榜 单 中 ，
DeepSeek-V3 在开源模型中位列榜
首，与世界上最先进的闭源模型不分
伯仲。



DeepSeek崛起之因

• DeepSeek模型仍是基于美国谷歌公司于2017年提出的

Transformer架构，虽没有实现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基础理

论创新，但它在模型算法和工程优化方面进行了系统级创

新，在2048块英伟达H800 GPU（针对中国市场的低配版

GPU）集群上完成训练，打破了大语言模型以大算力为核心

的预期天花板，为在受限资源下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开辟了

新的道路。

•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DeepSeek的精彩表现在于其对算法、模型和系统等进行的

系统级协同创新，是众智和众力相互叠加的成果。



DeepSeek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战略拐点：人工智能已经从成长期到产业化转换

第一阶段

酝酿期 构造范式 成长期 产业化 成熟期

看得到新技术 看得懂新技术 用得上新技术 用得好新技术 中国式新技术

技
术
能
力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技术大爆炸
产业发展

AI所处的位置

新产品、新产

业的爆炸性增

长和迅速创新

全部集群（新

产业、技术体

系和基础设施） 创新和市场潜

力的全面扩张

产业范式的颠

覆式创新扩张

新产品和新产

业接近成熟，

已经构建独立

的技术体系

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体系接连出现并储蓄更新

数据来源：甲子光年智库2025



算力拐点：DeepSeek的出现，意味着算力效率拐点显现

DeepSeek通过优化算法架构，显著提升了算力利用效率，打破了算力至上的传统认知。

训练算力（petaFLOPs）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1.E+02

1.E+04

1.E+06

1.E+08

1.E+10

1.E+12

ALexNet
Transformer

BERT-Large

GPT-3 175B（davinci）

Megatron-Turing NLG 530B

PalM（540B）

GLM-130B

Gemini Ultra

GPT

Claude2

Llama 2-70B

Baichuan2-13B

Baichuan2-7B

o1
GPT-4o

DeepSeek-R1-671B

DeepSeek-R1-Distill-Qwen-32B

DeepSeek-R1-Distill-Qwen-1.5BB

数据来源：甲子光年智库2025



数据拐点：AI基础大模型的参数量迎来拐点

2018年6月 2018年10月 2019年2月 2019年7月 2020年6月 2021年12月 2023年 2024年

AI预训练模型的参数规模呈现走势 2025年发布的大模型开始两极分化

25年1月 25年2月 25年3月 25年4月 25年5月 25年6月

GPT-1
1.17亿

BERT-
Large
1.17亿

GPT-2
15亿

Facebook
94亿

GPT-3
1750

亿

新版BERT
4810亿

StablelMM6
1750亿

Llama3-4000B
-InTraining

4万亿 DeepSeek-R1-671B

MiniMax-Test-01
4560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MiniMax-VL-01
4560

DeepSeek-R1-
Distill-Qwen-32B,

320
Phi-4.140

DeepSeek-R1-
Distill-Qwen-1.5B,

15

高参数量 低参数量

2025年发布的大模型，都具有低参数量的特征，为本地化部署到AI终端运行提供了可能

数据来源：甲子光年智库2025



技术路径的循环：算法创新再次成为新的突破点

AI技术创新一直在围绕核心三要素在动态循环，2025年再次进入算法创新阶段

算法
创新

数据
创新

算力
创新

算法
创新

？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未 
来

AI技术成熟度

时 间 非Transformer的架构模型：
液态神经网络 (Liquid Neural Nets)

数据来源：甲子光年智库2025



DeepSeek使用场景



DeepSeek使用场景

3、以底层能力来构建智能体

DeepSeek的做为底层的逻辑层，将其能

力通过不同场景的智能体、甚至多个智能

体协同来完成用户的请求。 

2、和第三方工具结合 

1、提示词工程

通过设计和优化输入提示词（Prompt），以引

导DeepSeek更准确地理解用户意图并生成高质

量输出的技术和方法 。

DeepSeek与WPS、Kimi等第三方模型或者工

具结合，进行AIGC，也就是生成文字、PPT、

视频等。



提示词的定义

提示语（ Prompt） 是用户输入给AI系统的指令或信息， 用于 
引导AI生成特定的输出或执行特定的任务 。简单来说， 提示语 
就是我们与AI“对话” 时所使用的语言， 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 一段详细的指令， 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描述 。

提示语的基本结构包括指令 、上下文和期望

. 指令（ Instruction)： 这是提示语的核心， 明确告诉AI你希望 
它执行什么任务 。

. 上下文（ Context)： 为AI提供背景信息， 帮助它更准确地理 
解和执行任务 。

.  期望（ Expectation)： 明确或隐含地表达你对AI输出的要求 
和预期 。



背景
给谁用

负面限定
担心的问题

任务
做什么

目标
期望效果

“ 内心戏” 20

DeepSeek提示词技巧



DeepSeek提示词技巧--通用公式

√  先抓住总原则

√ 全面非常考虑o(￣▽￣)d 正式   
回答

我要（做） ** ，要给**用，希望达到**效果，但担心**问
题

例如：我要做一个从北京到日本的旅游攻略，要给爸妈用，希望让他们在日本开心的玩20天，但我担心他们玩

的累，腿和腰不太好



DeepSeek提示词技巧--说人话

为了避免DeepSeek的回答过于官方、专业，可以尝试这三个字“说人话”

你问：什么是“波粒二象性”， DeepSeek大概率会给出专业且看不懂的回答，和百度百科差不多。但如 

果给ta一句“说人话” ，ta就会生动形象的做一些举例

说人话

适合场景：科研，了解新事物



DeepSeek提示词技巧--反向PUA

DeepSeek有一套自己的思维链，也就是ta自带的思考逻辑，那么如果你想要DeepSeek更卖力给你搬砖，

就需要你运用“反向PUA ”

“请你列出10个反对理由再给方案”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样批评这个方案？”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请你把回答复盘至少10轮”



DeepSeek提示词技巧--善于模仿

如果你想写一篇文案，用提示词约束，可能效果一般般，但如果你给一篇文章模仿或者让ta

模仿谁的语气， DeepSeek大概率会写到你的心趴上。



DeepSeek+第三方工具



DeepSeek+Kimi

+       =  五分钟打造优质PPT

明确需求

为提示词课程做一个PPT

提示词设计
DeepSeek-大纲设计→ Kimi-PPT生成

细节调整

选择主题→调整内容



DeepSeek+Kimi

目标

特殊要求

描述任务

输出格式



DeepSeek+Kimi

③选择风格及模板                                           ④下载PPT                            
33

①选择Kimi的PPT功能                                      ②输入提示
词



DeepSeek+WPS

• 满血版DeepSeek

• 原生深度的文档解析

• 体验融合的文档应用

检索、创作、阅读、分析，随时随地召唤灵犀



DeepSeek+WPS

文字

完善文字内容

• 教案伴写

• 各类总结材料撰写

• 发言稿润色

……

统计表格数据 生成演示课件

• PPT基于文档生成

• 单页美化

• PPT插图生成

……

总结文献信息 沉淀会议纪要

表格 演示 邮件 会议

AI阅读助手AI写作助手 AI数据助手 AI会议助手AI设计助手

• 会议录制语音转文字

• 自动生成会议纪要

• 会议内容问答

……

• 学生数据分析

• 总结汇报的图表生成

• 异常成绩标红

……

• 文献内容总结

• 沉浸式伴读

• 英文文献翻译

……

日常办公更高效——AI深度融入日常办公应用，为用户减负



DeepSeek+WPS



以DeepSeek基础的智能体



有了大模型（LLM）为什么还需要智能体（Agent)？



LLM：LUI交互（自然语言为核心交互方式）

• 通过语言用户界面，依赖用户给出的清晰明确的指令来完成任务

• 通过对话式给出输出，但是无法直接完成用户的目标，即只具备“你问
我答能力”，无法实现“你说我做”

Agent：具备自主能力的新一代AI应用

• 能够感知环境，具备推理和规划能力，无需用户给出非常明确的指令

• 并非辅助用户完成特定任务，而是基于用户提出的目标，自动理解目标
并完成用户的任务

从大模型到智能体，AI应用交互的进化的必然之路



• 从“开发”转为“创作”，真正的人人都是AI创作者的时代

人人都是
AGENT创作者

智能体开发



• 通过多模态能力，让智能体的交互体验比肩APP

智能体开发



02
Project
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单击此处添加
文本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单击此处. 

浙江大学探索与实践

02

深度求索 · AI无限



浙江大学数字化改革历程

2012年

浙江大学建设
“智慧校园”

2003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工作时
部署“数字浙江”

2003 2012 2013 2014

2014年

浙江省
全面实施
“四张清单一张网”

（2014年：浙江政务服
务网）

2013年

”浙江大学
行政办事大厅启用

（2014-2016：校务管理服
务系统、校务服务网、一体
化校务服务系统）

2016 2017

2016年

浙江省
全面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

（2017年：浙政钉）

2017年

启动“网上浙大”
项目
（2017-2018：最多跑
一次改革
2019-2020：浙大钉、
浙大云计算、学在浙大、
研在浙大）

2018

2018年

浙江省全面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

（2018年：浙江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成立）

2021

2021年

浙江省
数字化改革

（成立数字化改革办公室）

2021年

启动“网上
浙大2.0”

（2021年：“四
个一工程”
2022年：全面深
化改革）

2024

2023-2024

西湖之光
浙大先生
数字老师







计算+存储+网络

算 力

数 据 应 用

模 型 平 台

新三大项目：建设AI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

1. 建设“西湖之光”算力基础设施，推进教育数字化

2. 建设“浙大先生”平台，构建以低代码形式快速实现垂

类智能体定制开发为核心能力的智能体应用开发平台

3. 打造“数字老师”，真实教师训练具备多样化的教学互

动、学生评价等能力的数字老师



科研成果落地：高校、科技企业

参与通过算力使用，加盟进来，提

升整体算力中心规模，同时与产业

界的合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

的应用

西湖之光

政策引领
当地政府政策引导

多方参与
高校、科技企业共同参与

政府背书：政策指引出台相关政

策，引导算力中心建设和发展；对

算力中心建设的支持、对算力服务

的补贴、对算力相关企业的税收优

惠等

高校影响：浙江大学联合xx大

学、xxxx大学、 xxxx学院 、xx

大学、xx大学、xxxx大学、xx大

学等高校，发挥高校影响力，构

建算力网络

算力中心定位：西湖之光是联合政府、高校和产业生态来共同构建的算力中心。通过“政策引导”“高校领航”“生态共

建”“多方参与”，实现协同、开放、共享的算力服务运营平台，推动实现高校有组织科研、地方产业数字化持续升级的

算力整体智治体系，做好政产学研用的整体提升。

高性能GPU/CPU计算集群、高性能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

西湖之光定位：多方共建，合力打造协同、开放、共享的算力服务运营平台

“1+6+3+N”整体建设模式

运营+服务：通过引入头部企业

阿里（云资源）、移动（网络服

务）、网新（机房建设）来提供

基础建设及运营运维服务，保障

持续优质的算力服务

生态共建
头部企业加盟，参与共建

高校领航
发挥高校影响力

“西湖之光”：协同、开放、共享的算力服务平台



“西湖之光”立足杭州、服务全国、放眼世界。打

造算力融合创新模式、高校科研协同新范式、产学

研联动新机制 ，发挥高校科研高地的优势，助力

杭州市、浙江大学打造“全球科研创新联盟，科技

发展策源地”的新名片。

        为了推动浙江大学在AI4S领域的卓越

发展，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

学捐赠了价值1亿元的高性能稀缺算力服务，

用于支持学校公共治理、教学服务与科研项

目建设，为学校在AI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为未来的科研探索和人才培养

提供了坚实的计算基础。

“西湖之光”：算力融合创新模式



 “大先生”由来 时政微观察丨何为“大先生”？总书记深刻阐释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

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

追求”。这6方面生动诠释了何为“经师”和“人

师”相统一的“大先生”，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

高使命。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一起重温总书

记的谆谆嘱托，感悟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



 “大先生”由来

大模型时代下，如何以传承和弘扬“大先生”精神为目标，面向师生打造“大先生”智能服务？

不断探索教育新模式，推动教

育现代化进程。

教育创新

注重品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因材施教，关注每位学生成长，

实现个性化发展。

以教育为核心，传承知识，培

养学子。

知识传授

道德引导

个性化教育

以“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体化为思

路，打造教育领域智能体应用开发与服务平台

“大先生”，构建以低代码形式快速实现垂类

智能体定制开发为核心能力的智能体应用开发

平台与以便捷式智能化对话问答为主要场景的

智能助手广场门户，面向学校教学、科研、服

务治理、校友服务等多种场景提供智慧化应用

服务。



覆 盖 更 多 场 景

校园处处用AI，师生人人会AI

实 现 更 简 单

运 营 成 本 更 低

人 人 可 开 发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以“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

用”一体化为思路，打造教育领域大模型应用（智能体）

体系解决方案“浙大先生”，构建以低代码形式快速实

现垂类智能体定制开发为核心能力的智能体应用开发平

台与以便捷式智能化对话问答为主要场景的智能助手广

场门户，面向学校教学、科研、服务治理、校友服务等

多种场景提供AI应用服务。

“浙大先生”建设构想



服务门户
（ChatZJU）

开发平台
（OpenZJU）

服务入口

多模型适配

应用模板 应用调测 应用发布 应用集成 应用观测

PE模板 提示词优化 公共插件 自定义插件 逻辑串联 多技能 向量库 全文检索 智能分段

提示工程 插件 工作流 知识库

智能体构建

智能体广场

场景空间

浙
大
先
生

全球开放空间现代治理空间 教育教学空间 学科发展空间科研创新空间

数据
+

算力

模型

浙大专有云+西湖之光算力联盟数据中台

培
训
与
运
维
体
系

安
全
与
保
障
体
系

模型训练与推理

观止模型 智海模型 DeepSee
k

校内大模型

豆包模型 通义模型 第三方模型

校外大模型
Embedding TTS ASR

领域专家模型

公共数据平台 数栈 日志分析平台 语料知识库

业务系统

教务 科研 人事 ·····
·

高性能GPU服务器

高性能存储CPFS

高性能RDMA网络

对象存储OSS

课堂问答助手 慧学外语助手 教务问答助手 科研助手 百事通助手 ······

Web门户 浙大钉 专属客户端

“浙大先生”技术构架



目标：完成从模型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让师生像拼乐高一样搭建智能体

开发平台

“浙大先生”智能体应用开发平台



01 教学 02 教务 03 百事通 04 科研 05 生活

课堂问答助手 教务问答助手 百事通助手 AI科学家 本地生活助手

“浙大先生”：跨学科、跨场景、跨组织



“浙大先生”智能体服务门户（chat.zju.edu.cn）已接入CARSI

牵手CARSI赋能教育发展



新模型：提供创建基于DeepSeek模型的智能问答对话的服务能力

门户升级：引入新模型



集成更多校园全场景的智能体应用

门户升级：智能体广场



面向开发者，提供智能体应用开发平台入口

门户升级：开发者中心



提供各类AIGC work-flow新玩法

门户升级：智创工坊



  1.“浙大先生”之科研助手：AI科学
家

“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体化的未来AI教研平台
专注于为浙大师生提供新型一站式教学科研创新加速平台。



  1.“浙大先生”之科研助手：AI科学家

理解十数亿条学术基础数据，涵盖论文、报告、专利、图表、政策、基金等多样化数据类型，形成 AI
驱动的科研全学科数据，致力于帮助研究者更高效地处理多维度信息、加速科研进程。



  “浙大先生”之科研助手：AI科学家

• 赋能学术搜索、知识理解、学术生产
• 覆盖硕博、教师、研究员及课题组科研项目全生命周期需求



• 快速获取科研信息：通过多层次知识管理框架，多样化标签管理帮助研究者快速获取科研信息

AI科学家：支持快速获取科研信息



    应用实例：2.“浙大先生”之AI助教 | 数字教师

• “浙大先生”之AI助教：数字教师是基于AI技术，模拟真实形象的虚拟教师，它具备专

业学科知识，能够帮助培育高阶思维与AI素养，加速资源建设与形态变革，创新人机协

同与生成性教学，构建智能化教学评价体系，助力新质人才培养。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目标

AI自动测算达程度，重

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

大纲与教案、实施教学

活动与评价以及持续改

进的步骤，培养具备高

阶思维、AI素养、人机

协同能力、人际沟通能

力、批判性思维等AI时

代新特征的新质人才，

实现教育质量与社会适

应性的持续提升。

重塑教学目标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视频资源

图片资源文本资源

• 视频资源：生成实验演示视频、模拟动画、

可视化过程等视频资料。

• 图片资源：生成科普图片、实验结果、可视

化统计图、概念图等图像资料。

• 文本资源：生成教学活动设计、导学案、教

辅材料、学习报告模板等文本资料。

• 其他资源：……

 AI加速多模态数字资源建设



智能生成教学大纲初稿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智能生成教学讲义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智能字幕：将视频中的对话内容转换为文

字，辅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视频内容

智能字幕

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支持几十种语言翻译，将视频

中的对话转换为文本，利用机器翻译模型

将文本翻译为目标语言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视频章节

视频智能章节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视频内容中提取题目和回答

 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视频中关键信息和章节划分

提取、定位知识点

视频智能标注

 对视频进行分析并进行智能知识点提取

 生成与视频内容相关的知识点词云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资源

知
识
图
谱
自
动
生
成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模式

• 创新人机协同教学模式

根据学生自身情况，提供即时的答疑解惑服务和个性化指导，通过持续的互动和正向反馈，激励学生保持学习动力，

为学生提供了更加沉浸、精准、多元的教学。

• 数字教师支持的双师课堂

数字教师支持的双师课堂通过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资源共享，增强异地教学互动，提升教学效果，促进教育公

平……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模式

• https://digitalteacher.canghaiguanzhi.com/video/1742738291316641794

探
索
全
球
开
放
新
路
径

https://digitalteacher.canghaiguanzhi.com/video/1742738291316641794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评价

• 文档出题：识别文档关键信息和潜在问题点，智能生成题目，同时验证生成的题目是否有正确答案。

• 音视频出题：语音识别提取、视频处理技术捕捉重点，机器学习技术生成题目，提供练习和学习检测。

• 随堂测试出题：根据课程内容或文本进行出题，方便教师进行学习效果检测，强化学生学习记忆。

文档出题 音视频出题



• 主观内容批改与反馈：快速准确地评估学生的答案，提供初步的评分和评语，指出文字表述、计算过程、逻辑

推理等反馈，显著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 客观内容批改与反馈：AI能迅速批改客观题，并提供即时反馈，帮助教师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强化学习效果。

AI学习教师习惯、评分标准，生成评价量规 即评即测：课中生成问答题目由学生进行作答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评价



数字教师：重塑教学评价

自动收集和分析在线行为、随堂测试等数据。每一节

课结束后，自动生成“课堂报告”，为教师提供个性

化教学建议和预测性分析，区别于传统教学的主观经

验决策，助力精准教学实施。

帮助老师：了解学情、即时调整教学





招生：“爱上浙”招生咨询智能体

考生与
家长

招生工
作人员

中学
教师

社会
公众

了解招生政策、录取分数、专业特色等信息
志愿填报建议，关注培养方案、转专业、在
校生活、奖学金、就业等综合信息。

高效处理大量考生咨询；招生数据统计分析，
优化报考策略；识别潜在优质生源，提高精
准招生能力。

推荐合适专业、获取浙江大学招生动态、政策
解读，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与升学规划建议；
优化报考策略，指导学生填报志愿。

了解浙江大学情况特别是招生动态信息，扩
大浙江大学影响力与社会认可度。

用户群体

招
生
方
面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招生政策
 招生分数段
 招生排名区间
 特殊招生类型：三位一体、强基、竺院选拔等。

培
养
方
面

特
色
优
势

 培养方案
 主修专业确认
 转专业
 选课
 考试等
 可以来源教务知识库

 学校介绍
 学科介绍
 可以来源学校的门户网站

智能体能力



浙江大学校庆主题活动策划

——AIGC赋能 重温浙大记忆



闪回浙大



思考与展望



中央指出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

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中央指出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习近平强调，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

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习近平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统筹推进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

       习近平强调，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新领域，政策支持很重要。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设施开放等政策，

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人工智能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

人才评价机制，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习近平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

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

框架和标准规范。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挑战
• 数据安全和隐私： 使用AI进行个性化学习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学生

数据，这引发了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担忧。
• 算法偏见： 如果AI系统的训练数据存在偏见，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歧视

性的结果，例如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 教师角色转变： AI可能会取代一些教师的重复性工作，但也要求教师

具备更高的技能，例如数据分析能力和AI知识。
• 数字鸿沟： AI的发展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使弱势群体更难获得优质

教育资源。

机遇
• 个性化学习： AI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进度和能力进行个性化教学，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和路径，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 扩大教育机会： AI可以降低教育成本，使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也能获得

优质教育资源，例如通过在线课程和远程学习平台。
• 提高教学效率： AI可以帮助教师批改作业、评估学习成果，并识别学生

的困难和需求，从而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教学和个性化辅导。
• 促进创新教育模式： AI可以支持沉浸式学习、游戏化学习等新型教育模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 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



UNESCO：教师AI能力框架

《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通过明确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

价值观，填补了教师在这一领域所受指导不足的空白。该框架以保护教师权益、

增强人的能动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教师所需

具备的十五项能力，为教师提供了相关策略，帮助教师系统地积累人工智能知识、

运用伦理原则、促进职业发展。

能力维度
进阶等级

获取 深化 创造

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类代理 人类追责 社会责任

AI伦理 道德原则 安全负责的使用 共建伦理道德准则

AI基础与应用 AI基础技术和应用 应用技能 用AI创造

AI教学方法 AI辅助教学 整合AI与教学方法 AI增强教学转型

AI赋能职业发展 AI实现终生职业学习 AI增强组织学习 AI支持职业转型

• 2024年9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教师AI能力框架》



UNESCO：学生AI能力框架

• 2024年9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学生AI能力框架》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进行人工智

能与教学课程整合，从四个能力层面概述了十二种能力。该框架以学生作为人

工智能共同创造者和负责任公民的愿景为基础，强调了对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

批判性判断、对人工智能时代公民责任的认知、终身学习所需的人工智能基础

知识，以及包容和可持续的人工智能设计。

能力维度
进阶等级

理解 应用 创造

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类代理 人类追责 AI时代的公民权

AI伦理 具身伦理 安全可靠的应用 设计中的伦理

AI技术与应用 AI基础 应用技能 创造AI工具

AI系统设计 问题范围界定 架构设计 迭代与反馈循环



 

红皮书指出，AI技术将实现对传统教育体系的再次迭代升

级，人类教育目标从知识本位和能力本位走向素养本位，

而大学生AI素养应是由体系化知识、构建式能力、创造性

价值和人本型伦理构成的有机整体，四者相辅相成、相互

融合。

• 浙江大学AI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于推出中英文《大学生AI素养

红皮书（2024版）》，认为体系化知识、构建式能力、创造

性价值和人本型伦理是AI素养有机组成。

 AI for Education | 《大学生AI素养红皮书》



本红皮书旨在提出高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概念

与内涵以及提升的目标、路径与保障，认为高校

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是指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的教师为了在智能时代胜任教书育人、科研创新、

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等工作而应具有的一种与人

工智能应用相关的专门素养，它包含续育人理念

（何为师）、学习智能知识（以何为师）、变革

教研模式（何以成师）和担当社会责任（师者为

何）等能力，具体包括智能时代育人理念、智能

教育基本知识、人机协同教学能力、数智赋能科

研创新以及科技向善人本价值等五个纬度的内容，

其中，理念引领、知识为基、能力为核，创新为

重、价值为本。

 AI for Education | 《高校教师AI素养红皮书》



 AI通识课教材



人文艺术版：侧重科普教育

        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人工智能基础，展示其
在图像理解、图像生成、文本生成和智能体构建中的应
用潜力，探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社会科学版：强调应用为主

   以社会科学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重点介绍
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方法，辅以丰富的实践案例，
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解决社会科学领域现实问题的能
力。

理工农医版：注重知行合一

   以通识技术基础为主线，详述人工智能理论、应
用及其技术算法，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让学生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

 AI通识课教材



浙江大学教育教学人工智能进阶计划（AI STEP）

 

 
构建通识/学科交叉/产教

融合课程教材体系
（教什么，学什么？）

新一代人工智能通
识/AI+X系列教材

微专业/辅修/双学
位项目

通识、交叉和产
教融合课程群

国家人工智能教材
基地/高校人工智能
教育教学创新协作
机制

从专业教育到
专业+AI教育

跃升

中小学
基础教育
优质生源

提升师生素养和能力
(如何教、如何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学能力创新
伦理与道德
价值观培养

师-生生成式人工
智能使用规范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
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从师-生到师-机-生
教学范式跃升

实践与创新能力提升
（AI for Research）  人工智能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实训创新
科学前沿探索与
工程实践突破

浙江大学未来研学
中心（国家人工智
能产教融合平台）

从知识学习到创新能力
塑成跃升

建设学科大模型和
赋能教研应用系统

浙大先生
智能体广场和
大模型训练场

智海实训
平台

人工智能课
程学习

学科大模型
和大学大模型

构建支撑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科研基础设施

能 力 素 养 提 升 之 路 ｜ tart, rain, xplore, rogress
学 科 交 叉 融 合 之 道 ｜ cience, echnology, ngineering& Enterprise, hilosophical&social Science

未来
图书馆

完成通识课程学习后，若想在人工智能进一步探索，学校还为你提供了多种选择：

158门覆盖全校所有专业的“AI+X”和“X+AI”交叉类课程



   AI+X  微专业 



让技术更有包容性，并全面推广数字化能力培养计划

数字化能力培养： 数字化技能 信任 负责任的使用

项目名称

AI for Citizens AI for Youth AI for Future 
Workforce

AI for Current 
Workforce

Digital Readiness 
for Leaders

AI Global 
Impact Festival

宏观目标 大众参与 教育 职业 职业暨创业 经济增长

受众需求 公众意识 适用于中小学教育的技能 就职技能 在职能力提升 为做决策提供依据

人工智能普及

愉快学习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提升影响力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构建公民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跨媒介信息综合体：未来图书馆将以数字化技术（普

遍算法和普遍智能）为基础，适应文字-图像-声音多媒介

势力重新分配的新局势，成为数字化的跨媒介信息综合

体。——“图书馆”已经名不副实，应该叫“跨媒信息中

心”了。

未来图书馆以经过训练并不断自组优化的图书馆大模

型为技术支撑，以跨媒体资源的大数据为核心，以多模态

服务为手段，以经典艺术和现代装置碰撞数实共生的文化

空间、在线场域为载体的，集知识发现、获取、生产、传

播乃至知识汇聚、管理全链条闭环的大平台。

开放实验室

 未来图书馆



  “未来图书馆”大模型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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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单击此处添加
文本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单击此处. 

大赛算力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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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求索 · AI无限



yingyy@watone.com.cn



1. 在平台（https://open.zju.edu.cn）内输入
租户名称“CARSI”

2. 用户名是手机号，密码是Opendata+手机号
后四位+!（注意：+号不是密码的一部分，密码
长度为13位，前八位是字母，区分大小写，中
间四位是数字，最后一位为特殊符号）



3. 切换空间，选择“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