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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模态大模型逐渐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热点袁目前已在通用领域有显著进展袁但在教育领域仍处于起

步阶段遥 文章提出可以构建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袁并使其通过下游任务适配形成三类多模态教育大模型袁从而形成三种

典型教育应用袁即教学资源自动生成尧人机协同过程支持与教师教学智能辅助遥 在此基础上袁文章以野多模态汉字学习系

统冶为例袁利用多模态大模型实现跨模态释义生成袁展示了多模态大模型在辅助语言学习方面的应用潜力遥 最后袁文章针

对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研究尧多模态教育大模型的创新应用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与可能触发的教育变革袁提出针对性

的建议与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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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国务院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中提出袁要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能学习与交互式学习

的新型教育体系[1]遥 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步被应用于教
育环境建设尧教学过程支持尧教学精准评价与教育高
效管理等关键环节与场景中遥近年来袁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快速演进袁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里程碑式的大模型
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尧计算机视觉尧机器人等
技术领域袁其影响在各个行业逐步显现遥

大模型又被称为基础模型 渊Foundation Model冤袁
指基于海量数据进行训练尧具有超大规模参数且可以
被应用于多种不同任务的人工智能模型[2]遥 大模型出
现时间虽然不久袁 但已在多模态领域展现出卓越能
力遥本文将涵盖文本尧音频尧视频等多种模态的大模型
称为多模态大模型遥多模态大模型的相关研究源于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Transformer模型[3]遥 研究者基于这
种具备高效计算能力与可扩展性的结构袁逐渐扩大模

型参数规模遥 谷歌于 2018年发布了首个参数超过百
万的单模态语言大模型 BERT[4]遥 其后袁大模型的研究
和应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袁模态也逐渐丰富遥 研究者
开始基于海量文本与图像数据袁构建图文模态融合的
多模态大模型袁 实现跨模态理解与生成袁 如 Stable
Diffusion[5]与 GPT-4[6]等遥 从技术角度看袁多模态大模
型属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范畴袁 其理解尧
表达与学习能力相较于传统机器学习模型有显著提

高袁具备较强的通用性与泛化性遥 此类模型的训练数
据量庞大袁内部结构相对复杂且参数众多遥例如院百度
ERNIE-ViLG 2.0多模态大模型袁 其内部参数量已达
到 240亿袁 是目前最大的由文字生成图片类大模型袁
其训练过程需专业的分布式 GPU集群完成[7]遥
多模态大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已在医疗尧 法律尧金

融尧艺术等多个垂直领域取得显著进展袁但在教育领
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袁亟须相关基础性研究与应用型创
新遥当前袁在教育领域袁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等算法模型
的智能教育系统与平台袁其智能性仍然难以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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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尧学习者及教育管理者的实际需求遥 多模态大模
型可以为解决这些技术瓶颈提供有效的途径与方法遥

二尧多模态大模型的构建与适配

多模态大模型的构建与适配可分为预训练与下

游任务适配两个阶段袁其基本过程如图 1 所示遥其中袁
预训练阶段主要采用自监督学习方式袁利用海量通用
场景的多模态数据训练得到通用大模型遥在构建的通
用大模型基础上袁下游任务适配阶段针对不同的具体
任务袁 设计可直接应用在不同场景下的专用大模型遥
下游任务适配阶段的核心思想是迁移学习袁其基本理
念是将在先前任务或领域中学到的知识或经验袁应用
到新的任务或领域中遥迁移学习可以实现基于相对较
少的数据进行轻量且高效的下游任务适配袁从而满足
多种应用场景的需求遥

图 1 多模态大模型的构建与适配过程

通用大模型的预训练可以利用文本尧图像尧视频尧
音频等多种类型数据袁这些数据可以来源于互联网等
通用领域袁也可以来源于多个专业领域遥 不同于传统
的机器学习袁通用大模型的训练更加青睐大量级与多
模态数据遥 依据数据的不同模态袁模型可采用不同结
构的深度神经网络袁以自监督学习方式对其网络内部
参数进行持续调整和优化袁直至完成预训练过程遥 基
于上述方式得到的通用大模型具备通用领域知识袁在
通用场景中可以使用袁但较难在特定场景和下游任务
中应用及展现高性能遥 因此袁通用大模型需要针对特
定场景和任务袁基于迁移学习的思想袁学习下游任务
中更深层次尧更有价值的隐含规律与模式遥

当前袁下游任务适配可采用多种方法袁包括微调
方法 渊Fine-tuning冤尧 提示学习方法 渊Prompt-based
Learning冤[8]和上下文学习方法渊In-context Learning冤 [9]

等遥 微调方法利用下游任务数据袁对通用大模型整体
参数进行再次训练袁 从而提升模型在下游任务中的
适用能力遥 提示学习方法通过人工设计或自动生成
离散或连续的提示模板袁 修改下游任务数据输入与
输出的表达形式袁对模型的局部参数进行调整袁从而

尽可能利用模型原有性能适配下游任务遥 上下文学
习方法则充分利用模型自身的类比学习能力袁 仅利
用少量下游任务提示示例或上下文提示信息与指令

语句袁直接对通用大模型进行适配袁从而节省因调整
模型参数带来的算力消耗遥 因此袁上下文学习方法更
为高效便捷袁可以利用小样本尧单一样本甚至零样本
进行下游任务适配遥

以语言大模型 GPT-3[10]为例袁简述其构建与适配
过程遥 GPT-3采用自回归架构袁其预训练数据由多个
文本数据集组成袁包括约一万亿文字量的网络爬虫数
据集以及多个高质量图书尧百科类文本数据集遥 GPT-
3采用自监督学习训练方式袁对海量无标注数据进行
训练袁 从而得到具备一定语言通用理解能力的大模
型遥 当需要完成特定下游任务时袁可以采用上下文学
习方法进行模型适配遥 例如院针对英译法的下游翻译
任务袁可以设置提示指令为野将英语翻译为法语冶袁并
设置提示示例为英文单词到法语单词的转换袁如
野Hello => Bonjour冶遥 当 GPT-3学到该翻译任务后袁在
实际应用中输入提示信息袁已经适配好的模型便可以
输出对应的法语单词袁从而完成针对翻译任务的模型
适配遥

三尧多模态大模型在教育中的应用

面向教育领域的多类迫切需求袁可以首先构建教
育领域通用大模型袁并使其通过下游任务适配形成三
类多模态教育大模型袁从而形成其在教育领域的三类
典型应用袁即教学资源自动生成尧人机协同过程支持
与教师教学智能辅助遥 具体而言袁如图 2所示袁首先袁
采集通用领域与教育领域的多模态海量数据与知

识袁作为构建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的信息基础袁包括
但不限于课堂音视频与作业试卷等教学场景数据袁
慕课与论坛等互联网数据袁 以及教学理论与学科知
识遥 在此基础上袁依据不同模态与模型间的相互组合
构建模型框架袁利用自监督式学习方式进行预训练袁
从而得到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遥 与传统模型相比袁教
育领域通用大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性能优势袁
深入理解教学资源尧 教学对象与教学过程三个教育
要素遥 其中袁模型需要重点理解教育资源的属性尧关
联与语义信息袁教学对象的行为尧语言与意图袁以及
教学过程的互动尧活动与目标等遥 具备以上通用能力
的大模型袁可以为不同的下游教育任务进行适配袁形
成针对不同典型应用的三类多模态大模型袁 并分别
为教学平台与系统尧线上线下学习者尧教师与教育管
理者提供服务和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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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育领域大模型构建及其多类型教育任务适配

渊一冤教学资源自动生成
基于学科资源特征与学习者学习风格等信息袁可

以实现个性化的资源推送袁或利用知识图谱与智能获
取的学习场景信息袁通过动态提取网络资源袁为学习
者提供情境化学习资源[11]遥 然而袁现有技术在资源自
动构建和生成方面仍存在较多局限遥 首先袁现有教学
资源由检索机制得到袁无法实现新颖独特的教学资源
的自动生成与多模态转换曰其次袁学习者受既定推荐
机制的限制袁 无法灵活自主地创造个性化的教学资
源曰最后袁现有资源生成模型通用性差袁难以利用单个
模型实现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资源生成遥在现有多模
态大模型的基础上袁野教学资源自动生成冶多模态大模
型可望在内容自动生成方面的功能与性能不断取得

进展袁尤其在个性化跨模态资源生成尧启发性教学资
源生成尧跨学科资源整合与生成等方面袁突破和解决
现有的局限与问题遥
在教学资源自动生成方面袁当前通用领域的多模

态大模型已展现出一定的能力遥 Stable Diffusion等图
像生成模型袁可以依据教学需求输入主体及其细节的
文本描述袁快速自动生成多种风格尧高清逼真尧蕴含美
感的美育类教学资源袁所生成的教学资源既具备显著
的跨模态性袁又具有新颖性与独特性遥 Open AI提出
MuseNet音频生成模型[12]袁可依据个人偏好输入部分
音符及所期望的音乐风格袁自动生成长达四分钟的音
乐片段袁支持多达十种乐器的呈现袁并支持古典尧乡村
甚至披头士等多种音乐风格的融合遥 谷歌提出的
MusicLM音频生成模型[13]袁可直接基于自然语言描述
生成高质量的音乐片段袁文本描述如野演奏一段平缓
的小提琴曲并以吉他旋律为伴奏冶遥 DeepMind与斯坦
福大学提出 Dramatron文本生成模型 [14]袁可生成包括
标题尧人物尧故事节奏尧地点描述与对话在内的连贯剧
本内容袁用于协助从业者共创戏剧或电影剧本遥 此类
多模态大模型生成的创造性艺术资源袁可作为智能化
知识建构工具袁 在学习者与资源的双向交互过程中袁

帮助其探索与理解不同风格的美术尧音乐尧戏剧作品袁
启发其进行绘画尧音乐与剧本创作遥此外袁在学科题目
资源生成方面袁 美国莱斯大学等提出基于 GPT-3生
成多学科的高质量题目遥用户可以基于学科需求输入
指定科目及题目提示袁模型即可生成能直接应用于教
学的题目内容[15]遥

渊二冤人机协同过程支持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 人机协同学习逐渐成

为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袁 但仍然受限
于人机交互的自然程度与专业化程度遥 现有的智能教
育系统或平台大多缺乏准确理解学习者提问与意图的

功能袁 也难以像人类教师一样用自然语言与学习者开
展连贯的交流尧问答与教学袁因此袁难以真正实现人机
协同的学习过程遥 基于多模态大模型在跨模态信息理
解与人机对话等方面的能力袁 教育领域可以进一步构
建野人机协同过程支持冶多模态大模型袁重点关注学习
者认知状态解析尧学习者意图自动理解尧教学导向的交
互协作袁以期真正实现人机协同的高效率学习过程遥

在人机协同过程支持方面袁当前通用领域的多模
态大模型也已展现出良好的潜力遥 在知识问答方面袁
百度提出的 ERNIE大模型[16]可以对领域实体知识与

专业术语进行知识增强袁并利用问答匹配任务进行模
型训练袁从而深入理解领域知识及其内在联系遥 此类
模型可通过进一步增强教学与德育知识学习袁 在人
机协同学习过程中袁 支持专业化学科知识点答疑与
智能化育人咨询遥 在编程学习方面袁OpenAI 等基于
GPT-3 针对计算机编程任务进行下游适配袁 开发
Codex模型[17]遥 该模型可将自然语言描述的内容直接
转化为计算机编程语言袁 且转换的语言种类涵盖
Python等多种主要编程语言遥基于该模型开发的编程
语言学习助手 GitHub Copilot袁 已可以支持人机协同
的编程语言学习遥 此外袁由 OpenAI提出的 GPT-4多
模态大模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多模态理解尧推理尧内容
生成与问题解决能力遥该类模型可作为百科全书为学
习者提供便捷的资源检索袁作为写作助手为学习者提
供文章润色尧思路启发等写作辅助服务袁作为私人助
教为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尧引导式解
决多学科的疑难问题袁 作为编程助手辅助学习者理
解尧修正和生成示例代码等遥

渊三冤教师教学智能辅助
现有人工智能技术难以直接替代人类教师进行

教学袁 但可以作为 AI代理辅助教师完成部分机械重
复的工作[18]遥 当前的通用领域多模态大模型已经具备
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袁可以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与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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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辅助支持遥 在此基础上袁教育领域可以进一步
构建野教师教学智能辅助冶多模态大模型袁拓展人工
智能技术辅助教师教学的范围和能力袁 尤其在教育
教学场景自动解析尧教师教学能力自动评测尧跨学科
多类型题目自动批阅等方面袁 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遥

在利用大模型开展教师教学智能辅助方面袁当前
工业界和学术界也已开始进行积极的探索遥好未来基
于教师线上教学语音转写产生的约 2000万条教育文
本数据袁构建了在线教学大模型TAL-EduBERT[19]遥 经
过下游任务适配袁该模型可以通过教师语言对其中细
颗粒度的教学行为进行识别袁类别包括野引导学生课
后总结冶野带领学生记笔记冶野表扬学生冶野提问学生冶袁
从而在教师的教学反思与教学改进过程中提供有力

的证据支持遥 MathBERT[20]基于 BERT袁从多下游任务
与多学段数学知识两个方面进一步训练和适配模型袁
从而对数学领域知识进行深入语义理解和知识融合袁
辅助教师进行自动批阅尧 题目知识点标注等具体工
作遥 孟菲斯大学团队提出可以利用 T5语言大模型[21]

评估完形填空题目的难度及可读性等级袁从而辅助教
师自动评测学习者的阅读能力[22]遥 此外袁研究者正在
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更强逻辑推理能力的多模态大

模型袁从而自动解决物理尧生物与数学等学科的定量
科学问题遥例如院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研究团
队基于 Codex模型袁 将概率题目文本转换为计算机程
序袁并通过执行程序自动解决一系列概率与统计学问
题袁其准确率与人类表现相当[23]遥 GPT-4凭借其多模
态理解能力袁可直接基于试卷图片及提示指令自动解
答问题袁并给出详细的解题步骤遥 微软团队在其评测
报告中指出袁GPT-4可以解决数学尧 编程等学科中新
颖且难度较大的任务袁性能可接近人类水平[24]遥

四尧多模态大模型的教育应用案例

基于本团队的近期研究成果要要要野多模态汉字学
习系统冶袁 介绍将多模态大模型应用于教学资源自动
生成的典型案例遥该案例将多模态大模型应用于汉字
的跨模态释义生成袁体现了其在辅助语言学习方面的
应用潜力遥

渊一冤多模态汉字学习
汉字学习是汉语学习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遥字典是

汉字学习过程中的有效工具袁可查询汉字释义及组词
等信息遥 但无论纸质字典或电子字典袁往往只能提供
单一模态的信息呈现遥 而在多模态信息呈现方面袁研
究者认为图片可以很好地表达复杂尧抽象的场景或不

常见尧不熟悉的事物遥 由心理学家佩维奥提出的双重
编码理论也强调了语言与视觉信息同时出现的重要

性袁且视觉信息比语言信息更易于记忆遥因此袁设计多
模态信息辅助的汉字学习系统袁将汉字与其对应的图
片结合学习袁将有助于辅助学习者记忆字义袁提高汉
字学习效果[25]遥

渊二冤系统设计
野多模态汉字学习系统冶的核心部分为跨模态释

义生成模块袁该模块可采用两种多模态大模型分别实
现图文检索与图文生成功能遥系统的基本框架与工作
流程如图 3所示遥

图 3 野多模态汉字学习系统冶基本架构

1. 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跨模态图文检索
系统中跨模态释义生成模块的图文检索功能袁采

用文澜 BriVL多模态大模型[26]加以实现遥 该模型参数
量超过 10亿个袁通过特定接口实现云端计算和调用遥
文澜大模型将网络爬取的海量图文信息作为预训练

数据袁搭建文本编码器与图片编码器两个分支的双塔
模型结构袁并利用损失函数进行虚拟连接遥

在预训练过程中袁该模型基于野对比学习冶算法框
架[27]袁分别输入图文正负样本袁以自监督学习方式训
练文本与图片编码器袁分别抽取图文特征并映射到同
一多模态空间中遥由于数据来自网络爬取而非人工标
注袁图文对应关系仅为弱相关袁即文本信息不仅是图
片具体内容的描述袁 更可能是图片背后的抽象释义遥
相比日常仅基于关键词的图文检索袁该模型学到的图
文关系更符合本场景需求袁 适用于找寻抽象文字描述
对应的图片释义遥在预训练结束后袁双塔结构中的文本
与图片编码器可拆分使用袁 支持离线的图文特征抽取
与特征库构建遥 该模型在数据集 AIC-ICC文本检索图
片任务中袁 检索结果前十张为目标图片的概率为
65.26%遥虽然模型在性能上仍有提升空间袁但其基于图
文弱相关的特征检索功能袁 可以为解释抽象文本提供
图片支持袁突破了现有依据关键词检索的局限袁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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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尧多语种语言学习系统提供了解决方案遥
在使用系统时袁用户可逐个点击文本释义袁得到

对应的图片释义遥 在具体实现中袁系统首先将文本释
义中的描述与各个组词切分为短语袁然后利用文本编
码器提取各候选短语文本特征袁从而在跨模态特征库
中检索与之最相近的图片特征袁并将对应图片作为该
文本释义的图片释义展示给学习者遥 其中袁跨模态特
征库为离线构建袁图片特征由图片编码器抽取袁并提
前存储在跨模态特征库中遥

2. 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跨模态图文生成
系统中跨模态释义生成模块的图文生成功能袁采

用 ERNIE-ViLG 2.0多模态大模型加以实现遥ERNIE-
ViLG 2.0基于扩散模型[28]袁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文本关
键内容及图片关键区域的理解袁从而提升图片的生成
质量遥 目前袁该模型在权威数据集 MS-COCO文本生
成图片任务上取得最好成绩袁并在图片逼真度与图文
一致性指标上以大比分超越同类模型遥在模型应用过
程中袁用于下游任务适配的文本提示信息决定了生成
图片的效果遥 提示信息可由生成内容的主体描述尧细
节描述及修饰词构成袁其中袁修饰词可以为艺术风格尧
艺术家尧摄影词汇等遥本系统中袁根据汉字及其释义进
行提示信息的构建遥
在使用系统时袁学习者同样可以逐个点击文本释

义袁得到模型生成的图片释义遥 与基于图文检索的功
能不同袁对于相同的提示信息袁系统可生成多个不同
样式的图片袁并鼓励群体学习者为各自认为最匹配的
图片点赞遥 系统将图片按照点赞量进行排序展示袁新
登录的学习者可以看到点赞量最高的图片遥如果学习
者对现有图片释义均不满意袁可选择生成新图片并弹
窗确认袁否则将继续更换图片遥在此基础上袁系统将进
一步设计开发学习者评论留言功能袁在互动中促进协
作学习与知识建构遥

综上所述袁 多模态大模型可以针对包括汉字在
内的多种文字进行跨模态图片释义的检索与生成袁
为抽象的文本描述提供直观的图片解释袁 从而辅助
学生进行语言学习遥此外袁多模态大模型在语言学习
中仍有很多潜在辅助功能待开发袁 如依据语言学习
需求灵活检索或生成音频与视频资源尧 自主创设学
习情境开展对话练习尧 提供多模态句子解释以辅助
阅读理解等遥

五尧建议与展望

当前多模态大模型正处在快速演进和落地应用

时期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展望院

渊一冤推进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的深入研究与构建
目前袁多模态大模型的构建研究多专注在通用或

特定垂直领域袁建议积极开展教育领域通用大模型研
究和构建遥此类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教育领域的海量多
模态与长周期数据袁对学习者认知过程与教学交互过
程等进行准确捕捉与深度理解袁尝试利用模型输出帮
助认知科学与学习科学更好地理解教学过程及其底

层机制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适配可用于多种类型教
育任务的专用教育大模型和智能教育服务系统遥

渊二冤拓展现有多模态大模型在教育中的创新性
应用

目前袁 以 GPT-4为代表的多模态大模型已逐渐
展现出其在多领域与多任务上的泛化能力遥建议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领域已建立的多模态大模型及其各项

能力袁结合教育场景与教学需求袁进行下游教育任务
适配与创新应用袁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遥 在上述
的教学资源自动生成尧人机协同过程支持与教师教学
智能辅助的基础上袁还应继续探索和解决其他典型教
育任务袁积极尝试组合使用多种模型袁发挥各自的技
术优势袁促进教育领域的创新遥例如院以多模态大模型
作为控制器袁自动解析教育任务或教师指令袁选择并
调用所需的技术或教育模型袁解决典型教育场景下的
复杂任务遥

渊三冤 重视多模态大模型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多模态大模型主要由海量无标注数据训练并构

建袁 难以避免在资源生成等过程中存在数据偏见尧知
识产权尧 知识与计算准确性等原生性问题遥 例如院
Stack Overflow程序论坛已公开表示袁 由于大模型生
成内容的准确性难以判定袁将暂时禁止用户使用该模
型生成内容作为论坛回答[29]遥 因此袁在应用于教育领
域时袁需要从科学性尧公平性尧准确性与价值观等多个
维度进行风险筛查遥 同时袁在下游任务适配与应用过
程中袁需要教师或教育管理者监管袁尤其是在人机协
同与教学智能辅助方面袁需对模型的使用范围有明确
的功能限定袁 避免影响学习者的独立思考与认知过
程遥ChatGPT[30]等大模型一经推出便引起教育领域的广

泛关注院学生可借助其完成文章或代码代写等作弊行
为袁且普通教师无法辨别袁这直接影响了传统教育教
学过程与制度遥 在学术界袁为维护学术严谨性及作者
责任制原则袁叶自然曳 等高水平期刊明确禁止大模型
作为文章作者袁如借助模型生成内容需特别注明[31]遥

渊四冤拥抱多模态大模型触发的教育变革
多模态大模型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已不可避免袁相

当一部分行业可能被以此类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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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av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general field. But they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general large model in education and adapt it to three types
of educational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through downstream tasks, which constitutes three typical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namely,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intelligent teacher teaching assistance.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takes "multimodal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system" as an example and uses large multimodal model to realize cross -modal interpretation
generation,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s of large multimodal model in assisting language learning.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general large models in educati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educational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changes in
education that may be triggered by the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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