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教师数字画像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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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数字画像是助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研究立足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数字画

像应用的创新机遇，针对教师数字画像技术存在的数据采集结构性错配、模型通用性与深度性失衡、画像模

型训练升级滞后和伴随式应用服务缺失等问题，分析教师画像大模型重塑教师数字画像构建与应用方式的

多模态认知、关联式推理、增量式学习和伴随式反馈等关键能力；基于教师画像大模型的构建框架，围绕内隐

对话、画像分析、发展指导三类细化子任务，设计了多智能体，以加强教师多维画像精准描摹与人机协同循证

专业发展的综合性服务供给；以教师数字素养智能测评为例，从对话式智能测评、层级化画像分析和伴随式

素养发展三方面阐释基于多智能体协作的场景化实践路径，展示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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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以 GPT-4o为代表的多模态大模型通过“多模

态预训练+多模态任务调优+多模态提示生成”技

术路线（Zhang et al., 2024），推动融合图文音视频等

多种模态数据的感知、推理与决策一体化，促进人

工智能迈向新高度（Yin et al., 2023）。以多模态大

模型为基座开发垂直专用大模型，给各专业领域的

创新变革注入了新动能。

多模态大模型的教育应用与研究仍处于初期

阶段（卢宇等, 2023）。已有研究探讨了其在学科知

识图谱演进（罗江华等, 2023）、精准教学框架构建

（叶新东等 , 2024）、教师教学能力分析（方海光等 ,
2024）中应用的可行性。这显示了多模态大模型在

多样化教育场景应用中的巨大潜力。教师是教育

的中坚力量，数字画像能刻画教师在多场景中的知

识状态、能力水平、态度观念，是助力教师发展的

重要抓手。多模态大模型的出现为教师数字画像

技术的智能升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潜能。然而，多

模态大模型能为教师数字画像技术带来何种新机

遇？如何在数字化环境中通过无感伴随方式构建

多维度的教师画像？如何通过人机协同服务促进

个性化可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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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与挑战
 

（一）研究现状

教师数字画像是教师画像的数字化表达。它

以教师数据为依据，挖掘并分析教师的多维度特征，

具有客观和精准的特点（陈鑫等, 2021），不仅能服

务于教师的个体专业成长，还能支持教育管理者进

行更科学的管理决策和资源分配。教师数字画像

技术呈现由经验科学范式到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

单模态到多模态、总结性到过程性、面向单场景到

多场景融合发展的新趋势（Hu et al., 2024）。根据

用户画像理论（Cooper, 2004），数据、标签体系和算

法模型，是构建教师数字画像的关键要素。

数据是刻画教师数字画像的重要依据。目前，

教师在教育场景产生的数据模态多样、规模庞大。

已有研究涉及的教师大数据涵盖基本信息数据（人

口学特征等）、外显行为数据（平台用户日志、教学

行为数据、教研行为数据、社交行为数据等）和内

隐行为数据（自我报告数据和眼动、脑电、皮电、

心电等生理数据）。全面精准地刻画教师画像，需

要有效整合这三类数据，以多模态数据突破单一视

角的观测局限（彭红超等, 2021），同时关联和综合

分析教师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

标签体系是构建教师数字画像的“指挥棒”，

具有场景关联性和内涵发展性特点。横向来看，现

有研究大多聚焦教、学、管、评、研等教育教学场

景研制标签体系，如课堂教学场景下的多属性教师

教学画像模型（Zhao, 2024）、精准教研场景下的教

师个体标签体系（胡小勇等, 2019）、教师管理场景

下的教师画像语义标签体系（吴鹏飞, 2023）等。纵

向来看，阶段性教育发展需求、技术革新、实践场

景创新等推动标签体系演化出新内涵、新指标，如

在双师专递课堂场景下教师画像发展出线上教师

与在场教师互动的信息化教学新型行为指标（穆肃

等, 2023）；甚至出现全新的画像标签体系，如在高

质量发展和数字转型背景下，教师要具备高尚的师

德师风（姚加惠, 2023），还要发展数字素养等新的

素养要素（Heine et al., 2023）。
算法模型是实现教师数字画像的技术手段，它

利用聚类算法（李雨朦等 ,  2024;  Schellings  et  al.,
2021; Fomichev. et al., 2022）、人工神经网络（黄建

国等, 2020）、知识图谱（吴鹏飞, 2023）等智能技术

提取多模态数据特征，并依据场景化标签体系的维

度指标映射画像标签，实现多维精准教师评价。伴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索基于课堂

智能分析大模型的教师教学能力分析框架，以创新

手段构建教师画像（方海光等，2024）。由算法模型

计算得到的教师数字画像结果能为资源个性化推

荐、循证实践、学习路径规划等提供依据。数据多

样性、场景关联性等因素使教师画像算法模型呈

现多模态融合与场景能力分析聚焦的发展趋势。 

（二）面临挑战

数据、标签体系、算法模型和画像结果，构成

四元线性结构的教师数字画像构建和应用系统。

然而，当前教师数字画像的构建与应用正面临四方

面挑战。

第一，画像分析所要求的数据与常态化采集的

数据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不断完善的数字化环

境为采集教师多模态数据提供了支撑，但难以常态

化采集眼动、脑电等生理数据，数据实际应用与理

论框架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而缺少脑电、心电

等数据，也意味着教师画像分析结果缺少深度，流

于表面。

第二，画像模型分析能力的通用性与深入性此

消彼长。当前教师画像研究大多聚焦独立的应用

场景，如课堂教学（常兵, 2023）、精准教研（胡小勇

等, 2019）、智慧研修（彭红超等, 2021），较少利用通

用画像模型全面测评教师的综合能力。本研究团

队考察了教师角色的多元性特点，提出融合多场景

的教师画像框架（胡小勇等, 2024a），但统一画像建

模会降低过程性数据的细粒度，削弱面向多场景教

师实践的深度挖掘能力。

第三，标签体系常用常新，但画像模型训练滞

后，导致教师评价滞后。基于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的

画像模型学习能力有限，实际应用中基于原标签体

系构建的模型参数难以对标新标签体系构建画像，

需重新训练画像模型才能提高泛化能力。然而，数

据采集、人工标注、模型调优等模型训练的关键环

节耗时耗力，面向新能力、新素养的教师评价就会

滞后，难以适应动态发展的教师画像指标体系。

第四，在应用层面，教师画像存在伴随式循证

实践和专业发展指导服务的缺位。许多教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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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仅为教师提供单向的结果性评价，且画像模型

的可解释性弱，难以针对教育教学场景的过程性实

践进行循证反思（褚乐阳等, 2024）；画像结果与专

业发展评学分离，难以服务教师个性化发展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亟需引入新技术、

新机制来优化画像系统的内部结构，提升效能。 

三、多模态大模型融入教师画像垂直
领域的关键能力

多模态大模型是一种具有大规模参数，能同时

理解和处理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数据，并

根据提示语自适应完成问答、生成、推理、分析等

多类任务的人工智能模型（Wang et al., 2023）。与

单模态任务相比，多模态任务的复杂性体现在模型

的输入或输出支持包含多种不同模态的数据组合，

任务类型亦随着数据模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而呈

指数级增长，能覆盖更多的数据类型、领域场景、

专业任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智能性。

目前，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趋势是面向专业领

域构建垂直专用大模型。通过多模态“领域数据

预训练+专业任务调优”，多模态大模型能掌握面

向专业领域的跨模态认知、分析、决策和学习能力，

高效服务专业群体。从技术视角看，多模态大模型

有别于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的是四项关键能力：多模

态认知、增量式学习、关联式推理和伴随式反馈，

助力教师画像模型多维能力实现颠覆式跃迁（见

图 1）。以多模态大模型为基座构建的教师画像大

模型（Teacher  Portrait  Large  Multimodal  Model，TP-
LMM），可为多模态数据特征融合、教师画像精准

临摹、人机协同共促发展奠定技术基石。 

（一）多模态认知：教师多维关键特征深度融合

多模态认知能力指多模态大模型能融通理解数

据。多模态大模型可接收表征同一事物的多种单模

态数据组合，通过像素级、特征级和决策级的数据融

合实现语义对齐，有助于加深模型对师生活动的多通

道认知，也可提升模型应对异质多模态数据组合的灵

活性。具备多模态认知能力的教师画像大模型能适

应单模态或多种单模态的数据结构，为面向教师画像

的精准分析打通底层认知逻辑（杨伊等, 2023）。 

（二）关联式推理：提示语驱动的教师画像生成

多模态大模型具备通过提示语识别意图并完

成特定任务的关联式推理能力。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构建的多模态大模型利用注意力机制，可学习

语料库中提示语与内容之间的潜在关系，并根据专

业场景领域知识构建任务提示语，推理得出与场景

信息、上下文关联概率最高的特征，并输出高度契

合提示语的回答。

教师画像大模型继承了多模态大模型的关联

式推理能力，能通过多种画像分析提示语动态调整

画像分析焦点，差异化分析教师多场景多维度能力。

为了提升关联式推理的准确度和深度，教师画像大

模型需依据 1个框架和 3个观测维度（1F+3M）明

确画像分析的目标与背景。一方面，不同的教师能

力、素养指标体系能为教师画像大模型提供明确

的分析目标，帮助其依据指标内涵和水平层次，聚

焦数据特定维度特征。另一方面，宏观背景、中观

场景和微观特征能为综合评价个体或群体教师补

全时空信息。宏观背景包括时代、区域等背景信

息，中观场景包括教、学、管、评、研等教育教学场

景信息，微观特征包括个体或群体教师所教学科、
 

多模态认知能力 关联式推理能力 增量式学习能力 伴随式反馈能力

“评学” 分离
人机交互环节薄弱

对话式测评
人机协同专业发展

知识学习存在滞后
灾难性遗忘

评价维度聚焦
场景融合分析较弱

数据组合固定
特征浅层融合

轻量学习同步高效
原有知识保留完整

评价维度综合
场景融合分析较强

数据组合灵活
特征深度融合

传统教师
画像模型

教师画像
大模型

图 1    传统教师画像模型与教师画像大模型的关键能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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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等信息。包含上述结构化信息的画像分析提

示语触发生成画像标签，更能提升画像分析的在地

性和精准度，助力实现多场景融合、以人为本的教

师评价。 

（三）增量式学习：构建新评价标准

增量式学习（Incremental Learning），是多模态

大模型运用多种微调技术动态更新模型内部知识

的内源基因。多模态大模型的全参数训练面临高

能耗、低回报等难题，解决方法包括采用轻量微调

技术进行模型二阶训练，或通过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RAG）及时注入专

业新知。与传统模型的训练方法相比，多模态大模

型能以标注数据量和微调参数量最小化实现训练

效益最大化，新知旧识保留完整，学习能力显著增

强（Wang et al., 2024）。
教师画像大模型具备对教师发展新要求、新

标准的增量式学习能力。通过高效微调、持续学

习的长效机制，教师画像大模型以小规模微调数据

集为监督学习语料，能使画像分析沿着更具精准性、

前瞻性的方向收敛；可将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等新指

标体系作为外接知识库，习得新时代教师新素养。

这种增量式学习，使得教师画像大模型能不断积累

高质量教学、教研、科研等场景的经验，解锁新场

景的教师发展新要求，避免评价滞后，推动教师画

像应用的增值。 

（四）伴随式反馈：对话式内隐测评与循证发展

伴随式反馈是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人机多轮对

话的重要机制，提问是人机对话获取知识的关键途

径。从提问类型看，伴随式反馈包括“人类提问，

模型回答”  的人类主导型提问与“模型提问，人

类回答”的模型主导型提问。教师画像大模型能

整合两种提问类型，实现人机协同的内隐行为测评

与循证专业发展。

画像形成前，教师画像大模型利用卓越的涌现

能力创设教育场景和生成测评问题链，并结合“有

声思维”获取教师的内隐行为，从而实现对教师意

识、态度、价值观等的深层次评价。有声思维要求

用户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利用语言表达心理活动

（Wage et al., 2021），将难以观测的内隐行为外显化。

由此，教师画像大模型能由表及里，增强对教师心

理认知活动的深度剖析，推动构建融合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的立体教师形象。

形成画像后，教师画像大模型可通过角色设定

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伴随式智能助教，持续关注教

师能力变化，并从人类主导型提问中识别教师的个

性化专业发展需求，以提供伴随式、前瞻性指导建

议。通过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教师画像大模型能接

入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路径的知识库，实时检索网

上最新的学科教学应用、研修培训资源、教学创新

案例，深化个性化专业发展指导服务的供给能力。 

四、教师画像大模型构建框架

构建教师画像大模型的目标是实现教师多维

度能力、素养画像精准描摹与个性化教师专业发

展指导服务供给的统一。因此，教师画像大模型应

聚焦多维教师画像准确生成与人机对话式专业指

导两大关键任务的“任务调优+提示生成”。本研

究提出的教师画像大模型构建框架（见图 2）分三

个环节：多模态数据预处理、多模态基座模型预训

练、教师画像大模型参数微调。 

（一）多模态数据预处理

多模态数据预处理是获得优质教师画像训练数

据集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教师画像大模型在多维教

师能力画像分析任务中的表现。多模态数据预处理

需经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和多模态数据

对齐等步骤。其中，多模态数据对齐是教师画像大

模型获得多模态认知能力的基石。这包括：1）通过

智慧学习空间、在线教育环境、数据中台等数字化教

育环境伴随式采集教师多模态大数据，如教学设计

方案（文本）、教学课件（图像）、课堂语音（音频）、课

堂实录（视频）等，获取教师在多场景中的自然真实

行为；2）清洗原始数据，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合理性

和一致性；3）利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视频理解等

技术，跨模态转换多模态数据，如将课堂语音转换为

课堂师生对话文本，并关联转换前后的数据，形成文

本—图像、文本—视频、音频—图像等多模态组合数

据，实现自动化跨模态数据的粗粒度语义对齐，为多

模态教师画像训练数据集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多模态基座模型预训练

教师画像大模型的实现有赖于精准理解教师

多场景行为数据的多模态基座模型，构建流程包括：

1）利用不同模态的分词器（tokenizer）对相应模态的

谢雅淇，张雅慧，许课雪，胡小勇. 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教师数字画像构建与应用 OER. 2025，31（1）

· 103 ·



教师数据进行切片，将数据分为最小语义单位

（token），并形成各模态数据的语义单位序列；2）实
施特征工程，对每个语义单位的位置、局部语义、

全局语义等信息进行多级编码，采用随机掩码策略

遮蔽部分语义单位，得到语义单位序列的嵌入向量；

3）利用 Transformer架构，结合交叉注意力机制、对

比学习等技术，融合多模态数据，并将上下文预测

掩码位置的特征信息作为自监督学习目标，通过优

化损失函数进行模型参数的全量训练，完成多模态

特征融合建模。 

（三）教师画像大模型参数微调

参数微调包括监督微调与人类偏好对齐微调，

可促使教师画像大模型精准、收敛地完成任务。

监督微调的顺利实施需要用教师大数据预训

练后的多模态基座模型和专家预制的细粒度微调

数据集，后者是教师画像大模型泛化适配与高质量

完成教师画像分析、专业发展指导任务群的关键。

小规模微调数据集的构建要求基于提示工程填充

任务的背景信息，并聚焦特定数据与任务构造“问

题−回答”（Question-Answering，QA）。“1F+3M+
QA”提示语模板能为构建面向画像分析与发展指

导任务的微调数据集提供支架，“1F”占位符可根

据任务目标分别嵌入不同评价指标或特定维度的

画像结果，“3M”占位符可自动匹配并加入从不

同数据平台流入的宏观、中观、微观背景信息，

“QA”占位符可填入专家提供的教师画像分析或

 

 

多模态数据采集

多模态数据切片 特征工程

多级编码

随机掩码

模型参数训练

模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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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 多模态数据对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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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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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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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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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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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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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 视频理解

人脸识别 行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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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 数据跨模态语义对齐

数据集成 数据归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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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注意力

对比学习

画向教师画像分析与专业发展指导任务群构建提示语料库

多模态数据: <教学设计方案><课堂实录>

教师画像大模型预测的画像标签候选 教研员、专家反馈与调整画像标签结果

教研员、
专家、
……

数字化教学胜任力水平中等 数字化教学胜任力水平中等

教学活动实施效果较佳 教学活动实施效果较佳

数字化教学胜任力水平优秀 数字化教学胜任力水平优秀

教学活动实施效果一般 教学活动实施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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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画像大模型

教学活动设计科学 教学活动设计科学

6
个
高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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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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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分析提示词: 分析教师数字化教学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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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科学、教学活动实施效果较佳

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实现人类偏好对齐

教师画像分析任务 根据任务目标调整提示语 专业发展指导任务

请根据<教师某能力/素养评价框架>, 根据所输入数据, 
并结合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观测维度综合分析教师
能力, 并针对每个指标构建教师画像。

宏观: 教师所在地区<整体教育质量><数字化水平>
中观: 线上教师面向<区域小学>开展专递课堂教学

微观: 该教师<所教学科><所教学段><教育水平>

师德评价框架 基本教学能力

教师数字素养 研修能力模型

多模态数据: <教学设计方案><课堂实录>
画像分析提示语: 请综合分析教师数字化教学胜任力

画像分析结果: [教学活动设计合理, 教学活动实施效果

好, 综合数字化教学胜任力较强]

1F

3M

QA

宏观背景: 时代发展、区域发展水平

中观场景: 教、学、管、评、研等

微观特征: 个体/群体教师人口学信息

不同教育教学场景中多模态数据

根据评价指标与教师数据设计
画像分析/专业发展知道问答对

…据画像结果分析教师发
展需求, 并提供个性化发
展路径推荐。

宏观: ……
中观: ……
微观: ……

多模态数据: ……
发展指导提示语: ……
个性化专业发展路径推荐

结果: ……

①

③

②

图 2    教师画像大模型构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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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指导“问题−回答”。其中，教师画像分

析问答中的问题由教师多模态数据、具体的教师

画像分析指标组成，回答则为依据数据与画像指标

分析得到的画像标签。专业发展指导问答中的问

题由画像标签与教师依据发展需求向模型发起的

提问构成，回答则为个性化学习资源、路径与策略

等。基于关键任务群提示语料库，教师画像大模型

可采用 LoRA（Hu et al., 2021）、Adapter等方法训练

参数，实现任务提示语驱动的分析与决策任务自主

适应，并通过监督学习提升指导的精准度。

人类偏好对齐微调指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

习，立足有用性、诚实性与无害性的对齐原则，构

建画像分析逻辑和专业指导。步骤包括：经过监督

微调的教师画像大模型根据给定的教师数据和任

务提示语，预测 K 个相关度最高的画像标签选项

或专业发展建议；邀请教研员、教育专家等根据专

业知识与领域经验，对模型生成的教师画像标签与

专业发展路径的偏好进行排名；利用专家偏好数据

生成奖励信号，指导模型的二阶微调。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画像大模型的构建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深度嵌入教师画像应用实践，

通过与教师持续有效的人机协同交互，将教师新素

养、新能力的内隐特征与外显行为数据集成到新

一轮的微调数据集，并精准反哺教师画像大模型，

从而确保教师领域知识常用常新，推动教师与教师

画像大模型双向赋能和协同演进。 

五、教师画像大模型应用

本研究聚焦多维度能力与素养评价的教师画

像分析、伴随式教师专业发展指导两项关键任务，

基于教师画像大模型设计多智能体角色及其协作

应用框架，并以教师数字素养智能测评为例阐述教

师画像大模型的可用性与优势。 

（一）基于教师画像大模型的多智能体协作应用

智能体是一种能自主完成感知、规划、行动与决

策调整的系统，同一环境中的多智能体能够共享知

识与记忆，并通过合作协同提升任务完成的自适应

性、效率与质量（Hong et al., 2023）。本研究基于教

师画像大模型构建角色分工明确的智能体，并通过

多智能体协同合作实现深度人机对话、动态提示语

驱动的教师评价与伴随式反馈，推进教师画像分析

与专业发展指导服务供给的统一。教师画像大模型

能通过人机对话捕获教师的心理认知活动，在采集

场景化外显行为数据的基础上补充内隐行为数据，

促进教师画像的立体构建。因此，本研究依据两大

关键任务细化人机对话、画像分析、发展指导三类子

任务群，并基于教师画像大模型设计三类智能体：内

隐对话智能体、画像分析智能体、发展指导智能体。

这些智能体通过流程化协同机制完成内隐认知活动

测评、教师多维评价和专业发展指导（见图 3）。 

1. 场景化数据伴随式采集与内隐认知的测评

教育教学场景中教师多模态数据是精准描摹

教师画像的一手资料。从数据可观测性看，教师多

模态数据可分为外显行为数据与内隐行为数据。

就外显行为数据而言，数字化教育教学环境中的智

慧教室、教研平台与可穿戴设备，可采集教师的表

情、姿态、语言、生理状态等能被直接观测的多模

态数据。内隐对话智能体可通过模型主导型提问，

采集反映认知活动的人机对话数据。例如，内隐对

话智能体依据态度意识类题库创设具体教育教学

情境并发起提问，系统将教师作答表述中隐含的意

识、态度等信息转化为可观测的语音、文本数据，

并通过多轮人机对话完成内隐认知活动测评。由

此，场景化的教师行为数据、个人信息数据与态度

意识类人机对话数据成为教师画像构建的依据。 

2. 多维度层级化教师画像精准描摹

指向多种能力和素养的教师画像需遵循权威

的评价框架，并针对每个指标构建教师画像标签，

步骤包括：1）对数据与评价指标的映射关系建模，

即根据教师能力或素养评价框架（以三级评价指

标体系为例），先从最低层级维度（三级维度）的

指标入手设计数据观测点，再自下而上对指标进

行权重赋值，逐层聚合评价结果，最终得到二级

维度与一级维度指标的综合画像标签，为实现多

层级能力指标评价提供计算模型；2）任务群提示

语动态驱动画像构建，即对标训练数据中完整的

“1F+3M+QA”提示语结构，以特定评价框架的

最低层级维度指标为单位，结合数据观测点与多

模态数据构建画像分析任务群提示语，动态驱动

画像分析智能体观测教师“数字足迹”，并生成

对应维度指标的画像标签，通过多层级评价洞察

教师特定能力或素养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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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伴随式人机协同循证反思与专业发展

层级化画像标签不仅能帮助教师循证反思，还

能让发展指导智能体识别教师的发展水平与需求，

提供个性化指导。发展指导智能体以知识库接入

与联网实时检索的方式吸收教师专业发展知识，为

教师提供伴随式发展指导服务，同时结合教师发展

水平和需求，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与资源推荐，促

进教师专业纵深发展。 

（二）案例：教师数字素养测评

1）构建教师数字素养数据指标映射关系。从

数据价值层面看，数据表征信息的侧面性意味着不

是每一数据都能反映数字素养的所有维度，如教学

平台的日志数据比课堂语音数据更能反映“数字

技术技能”的真实水平。这就需要先构建各个（子）

维度与最能展现该维度水平的数据观测点的映射

关系（见表 1）。
 

面向教师画像构建与专业发展指导的教师画像大模型应用框架

多维度层级化教师画像精准临摹场景化数据伴随式采集

内隐认知活动对话式测评

态度意识类型题库

创设虚拟
情境提问

有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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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 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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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话数据

伴随式人机协同循证反思与专业发展指导

检索增强生成 (RAG)

画像分析结果

模型支撑模型支撑

合作协同 合作协同

发展指导

计算环境中共享
知识、记忆

画像分析内隐对话

画像分析智能体内隐对话智能体 发展指导智能体

任务群驱动构建

教师画像大模型

可视化分析
循证反思

画像
分析
结果

发展水平

发展需求

教师能力/
素养评价框架
与数据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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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场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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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分析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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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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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
理论知识库

联网检索最新
学习资源

专业发展路径提问

发展指导 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 教师

+

图 3    教师画像大模型应用框架

 

表 1    数据观测点与部分教师数字素养维度对照表

表征类型 数据观测点 《教师数字素养》部分（子）维度

结构化数据 数字设备、教学平台日志数据等 数字技术技能、数字化教学实施等

语音数据 人机对话语音、课堂教学语音等 数字化意识、数字化协同育人、数字社会责任等

文本数据 教学设计方案、创新教学方案等 数字化教学设计、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等

视频数据 网络研修过程实录等 数字化学习与研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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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数据观测点采集场景化多模态数据。

大部分外显行为指标可通过泛在数字化教学环

境自动采集过程性多模态数据。数字化意识与

数字社会责任属于心理认知行为，可通过人机对

话采集相关数据（朱龙等 , 2024）。人机对话测评

需要内隐对话智能体接入数字化意识与社会责

任题库，创设教育教学情境和生成测评问题链；

内隐对话智能体发起多轮提问，引导教师思考并

回答情境中的数字技术应用问题，完成人机对话

测评。

3）利用教师数字素养画像分析任务群提示语

驱动评价。各维度指标、多源平台的背景信息与

多模态数据等，汇聚至基于教师画像大模型开发的

教师数字素养画像分析系统，系统再依据规则自动

填充“1F+3M+QA”提示语模板，形成画像分析提

示语群，画像分析智能体逐条分析不同子维度的数

字素养水平，汇总形成教师数字素养画像。

4）可视化循证反思与人机协同专业发展。教

师画像大模型以交互式可视化图表展现数字素养

画像标签（见图 4），可帮助教师了解自身数字素养

水平现状并实施循证反思（胡小勇等, 2024b），指导

智能体同步提供画像标签的分析结果，并针对数字

素养发展水平提供个性化建议。

综上可以看出，教师画像大模型能有助于解决

教师数字素养的对话式智能测评、层级化画像分

析和伴随式素养发展三大难题，以伴随式、智能化

服务为教师数字素养的测评、分析与培养提供创

新发展模式。 

六、总结与反思

多模态大模型技术为教师画像带来了颠覆式

的创新机遇。聚焦教师画像主题构建垂直专用大

模型，能以更高阶的多模态认知、增量式学习、关

联式推理和伴随式反馈，赋能服务教师的新质应用。

教师画像大模型能有效汇聚和智能处理泛在数字

环境中各类模态的优质“数据燃料”，有望产生数

据要素的倍增效应：一方面以海量数据揭示教师发

展复杂要素之间的潜在相关性，解释教师发展现象，

解决教师发展难题；另一方面以数据思维模式和数

据科学研究范式，为教师发展场景的高效能应用服

务注入新动能。

然而，教师画像大模型从构建到应用，仍面临

不少研究难题：

1）难以获取优质数据,资源能耗巨大。只有筛

选和集成了高质量的教师训练数据集，画像技术才

有可能充分释放出大数据的供给活力。但目前大

 

某老师 本校老师

100%
80%
60%
40%
20%
0%

10 月 1 月 4 月 7 月

老师您认为数字设备能让您的教学更加便利, 高效, 还是让你的教学更
加困难和富有挑战呢? 请说明理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推进教育数字化”, 老师您能不能结合自身教学
实际, 谈谈数字技术在日常教学中的意义有哪些?

哎呀, 我认为用数字设备带来便利的过程也带来很多挑战, 比如说要不断的学很多
新设备的使用, 然后教学的时候, 有时候设备还会出问题, 打断了原有的教学的安排
和设计师也都是挺挑战的, 但是不管有多少挑战,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使用它。

结合我的自身教学实际。我认为数字技术, 帮助我在目常教学中实现了互动教学, 
资源的流通和共享, 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 利用多种形式的多媒体教学，以及开展
各类虚报实验环境的模拟。帮助我实现个性化学习, 等等。

图 4    基于人机对话的数字素养测评系统演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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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技术依赖密集的高性能硬件设备并需消耗巨

大能源。这就有必要思考如何高效能采集优质训

练数据集，并引入知识蒸馏等机制压缩模型参数，

提升计算效能，平衡教师画像大模型数据、算法和

算力资源消耗等因素。2）防范潜在的人工智能技

术教育伦理风险。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潜藏着技术

工具失信与教育实践失范等问题（黄荣怀等, 2024）。
教师画像大模型可能生成有偏倚、不可信的幻象

结果，将引发教师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系列风险。

这就需要深刻理解教师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复杂

性、境脉性和人本性，以价值理性引领负责任的教

师数字画像构建与应用，指引教师画像大模型超越

算法陷阱，回归本真意蕴和形塑向善向美的科技应

用价值观。3）探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人机协同

方式。如何秉承“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理念，

设计教、学、管、评、研等关联场景的智能体支撑

的人机协同应用新模式与新方法，是确保教师画像

大模型走好“最后一公里”释放应用潜能的试

金石。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

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面对席卷而来的

大模型教育应用，本团队将持续深化教师画像大模

型与教育智能体在教育教学场景中的综合研究，以

期通过个性化、智能化的数字画像与可持续的专

业发展服务供给，推动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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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acher Portrait
Empowered by Large Multimodal Model

XIE Yaqi1，ZHANG Yahui1，XU Kexue1 & HU Xiaoyong2,3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Digital  portraits  have  emerged as  a  crucial  lever  to  facilitate  high-quality  progres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aim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n  teacher  digital
portrait  technology, including  structural  mismatches  in  data  collection, imbalances  between  model
generalization  and  depth, temporal  lags  in  model  training  and  upgrading, as  well  as  the  lack  of
accompanying  application  service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teacher  portrait  large
multimodal model with four key capabilities: Multimodal cognition, associative reasoning, incremental
learning, and  accompanying  feedback.  By  designing  a  multi-agent  system, this  model  empowers  the
integrated services to achieve both precise depictions of teacher capabilities and competency portraits
multidimensionally  with  the  evidence-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rough  human-
machine  collaborations.  With  an  example  of  intelligent  assess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and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the  teacher  portrait  large
multimodal  system  through  dialog-based  intelligent  assessment, hierarchical  portrait  analysis, and
accompanying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portrait； large  multimodal  mode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ulti-
ag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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