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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生作为教师队伍的储备力量袁影响着教育未来的发展遥依据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曳与教

育部两批叶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曳等政策文件要求袁研究针对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难题

与发展要求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潜能构建了面向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的野四维度 18指标冶微技能观测指标框架袁设

计了四层架构的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分析系统模型袁提出了智能分析特点及教学基本技能野智学冶实训方式袁

并于所在师范院校开展了试验应用遥 研究表明袁以人工智能技术助推师范生高质量培养为导向袁进行师范生教学基本技

能智能实训框架模型构建尧技术方法实现尧实训场景设计和数字画像生成袁能够提升师范生实训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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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教师是教育第一资源袁师范生是教师队伍的源头
活水遥 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袁是建设新时代卓越教师
队伍尧组建高质量教师优质后备军的关键环节遥 我国
在 2018年发布的 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曳中强调了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训练
的重要性袁并对师范生教育实践提出了要求[1]遥尽管我
国每年都有大批优秀师范生毕业走向教师岗位袁但在
培养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方面仍然存在教学法师资

供给不足尧技能训练过程粗放尧诊断重结果轻过程等
供给性尧效能性和发展性难题[2-3]遥与此同时袁全球范围
内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作为推动科技产业革

命的战略性要素袁为师范生培养创新尧提高教师队伍
质量提供了重要驱动力遥 例如院美国应用人工智能工
具促进教师反思曰印度以政企合作方式采用新技术手
段加强教师职前培训等 [4]曰我国教育部于 2018尧2021

年先后启动两批野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
点工作冶袁探索师范生大数据评价管理机制建设路径袁
利用数字画像等方式促进教师职前尧 职后一体化袁为
创新师范生培养方式提供了新思路[5-6]遥 基于此背景袁
本文将构建培养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智能实训模

型袁以人工智能助推师范生培养的高质量发展遥

二尧研究综述

渊一冤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标准要求
教学基本技能是师范生良好习得其他教学技能

的前置性要素与必备性基础能力袁是教师职业能力的
关键性基座遥 1994年袁国家教委发布叶高等师范学校
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渊试行冤曳曰2021年袁教
育部发布 叶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渊试行冤曳袁 这些文件阐述了师范生各项技能训练的内
容与建议袁对掌握课堂教学基本技能要领与应用策略
提出了要求遥由于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野向师性冶[7]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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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毕业后在课堂教学时所运用的语言表达尧板书版
画尧教学表情尧肢体动作等技能袁将对学生的学习尧成
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示范性影响袁这就要求师范院校
不断提升教学基本技能实训水平袁为中小学课堂输送
教学基本功扎实尧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师资遥

渊二冤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的逻辑与方法
教学基本技能培养与训练袁既是强化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和建构学科教学技能与方法的必要基础袁也是
持续改进和保障师范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遥 一方
面袁技术融入的模拟教学训练有助于加深师范生对教
育教学理论的内化和教学基本技能的练习效果遥
Zhang 等人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职前教师教学
技能训练的沉浸式体验感袁 显著提升了教学语言尧姿
态等技能水平[8]遥另一方面袁教育实习和见习为师范生
教学基本技能的实践提供了真实的教学场景袁促进了
职前训练同职后教学的有效衔接袁可通过创新教学技
能实训管理体系尧 构建教学基本技能训练新模式袁来
提高教学基本技能训练活动的实效性[9-10]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赋能技能实训的应用及发展态势
人工智能浪潮迭起袁以实时性尧智能化尧规模化尧

个性化等为特征的多场景应用呼之欲出袁为师范生教
学技能培养提供了新思路和强支撑遥国内外学者纷纷
对人工智能支持师范生的各项技能实训展开了探索遥
例如院胡小勇等人依托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系统开
展了师范生画像实践[11]袁张军等人通过自动录播系统
对板书进行了智能识别和记录[12]袁Song等人和 Kim等
人采用深度学习等算法分别实现了课堂对话语义内

容自动分类和教师非言语行为识别[13-14]遥 结合当前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及技能实训应用进展袁以人工智能实
现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将大有可为遥

三尧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观测指标及
智能实训模型的构建

渊一冤理论基础
1.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自我的主动发展方式袁 教师

运用教育理论尧实践经验尧过程和结果性证据等进行反
思尧研讨和改进袁在教学育人和服务支持的过程中实现
自身专业发展 [15]遥 1986年袁 美国卡耐基教育基金会
渊The Carnegie Corporation冤和霍姆斯协会渊The Holmes
Group冤 联合发表了 叶美国为 21 世纪准备教师曳渊

冤尧叶明天
的教师曳渊 冤两份报告袁明确提出了
教学专业化这一概念袁 并将其视为提高公立学校教学

质量的必要途径遥 Fuller在教师关注问卷中将教师专
业化过程划分为职前教师的教学前关注尧 职初教师的
早期生存关注尧职后教师的学生关注三个阶段[16]袁师范
生是职前教师教育的关键袁 须培养其具备教学所需的
本体性知识尧条件性知识及实践性知识遥实践性知识是
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17]袁教学实践技能是实践性知识
的直接体现袁 是教师能力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遥 因
此袁师范生教学技能袁特别是教学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训
练应受到高度重视袁以此为师范生持续性学习尧实践性
知识发展尧走向专业化提供必要保障遥

2. 行为科学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始于 20世纪的霍桑试验袁 交叉融

合了心理学尧社会学尧人类学和生理学等多领域学科
理论袁用于归纳和研究人的行为规律遥 行为科学理论
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18]袁 以人的心理活动机制为出发
点袁分析人的外显行为活动与行为产生的原因袁探究
人的行为与发展规律[19]遥 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关注个体
行为和群体行为两方面遥 一方面是从个体角度出发袁
通过对个人微观行为的观察尧监测尧分析与研究袁探究
其背后的各种心理影响因素袁如思维方式尧认知过程尧
情感动机尧态度价值观等[20]遥 另一方面是通过整体观
察与研究群体的行为特征及意义袁 挖掘群体行为规
律袁解释群体行为现象遥 行为科学理论及其对人类基
本行为规律的分析袁对师范生技能训练和行为解构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袁有助于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训练行
为规律的深层次挖掘袁为个性化尧针对性地改善师范
生教学行为提供参考遥

3. 用户画像理论
用户画像最早由交互设计之父 Alan Cooper提出袁

被认为是对目标用户虚构的尧具体的尧集中的描述[21]遥
随后袁该概念被引入教育领域袁发展出学生画像尧教师
画像等袁为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画像的生成和可视化
提供重要借鉴遥 例如院胡小勇等人从精准教研视角提
出了数据挖掘技术支持的教师画像逻辑框架与实现

流程[22]袁构建了基于画像技术的教师研修路径智能推
荐模型[23]曰邓祯钰等人基于文献研究与质性编码结果袁
构建了包含能力结构尧品质特征尧人际关系尧知识体系尧
情意素养尧自觉水平六大维度的卓越教师特征画像[24]曰
魏非等人面向教师职业能力精准测评袁提出了以职业
能力刻画为核心尧以学习过程和个体特征描述为关联
的师范生能力画像构建思路[25]遥 用户画像既是分析用
户信息尧研究用户行为的过程袁也是一种通过数据挖
掘来刻画用户行为规律与预测需求偏好的方法遥与此
相应袁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画像可通过智能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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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维度 微技能观测点 内涵阐述

教学语言

表达技能

发音清晰度 教学过程中普通话表达和发音的准确度

音量合理性 教学过程中控制音量大小和变化的合理程度

语速适中度 教学过程中保持声音语速适中的程度

口头语控制性 教学过程中使用口头语的频次袁控制和减少使用口头语的程度
课堂提问度 教学过程中运用提问技巧连接教学的程度

情感极性 教学过程中话语表达的情感倾向袁即教学语言尧语调等的积极或消极程度

教学姿态

控制技能

姿态丰富度 教学过程中教学姿态的多样性

姿态转换度 教学过程中教学姿态的变化次数与变化频率

肩部平稳度 教学过程中保持肩部平稳的程度

腿部直立度 教学过程中保持腿部直立尧避免弯曲的程度
姿态语音配合度 教学过程中姿态与语音同步变化的次数与配合比率

教学表情

应用技能

表情多样性 教学过程中呈现面部表情的多样性

表情极性 教学过程中面部表情所表现的情感积极或消极程度

正向表情应用度 教学过程中运用正向积极表情的程度

课堂板书

设计技能

字体规范度 汉字书写体的规范程度渊以正楷体为标准字体冤
书写规整度 板书内容的整齐程度袁如字的行间距尧列间距尧行倾斜度尧列倾斜度等
布局均衡性 各字段信息块布局的均衡程度袁如板书信息块数量尧面积尧位置尧排版分布等
色彩丰富度 板书书写中使用色彩数量的情况

采集和挖掘技能实训数据袁 解释师范生技能水平及发
展规律袁 分析和预测师范生技能实训偏好及技能发展
需要袁有效支持和指导教学基本技能的智能实训遥

渊二冤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微技能观测指标框架
明确测评指标体系袁是构建可操作的师范生教学

基本技能实训模型的基础遥 结合叶中学教育专业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渊试行冤曳叶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渊试行冤曳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标准曳叶关于开展小学教师基本功训练的意见曳
叶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渊试
行冤曳等文件要求袁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袁本研究
将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划分为教学语言表达尧教学姿
态控制尧教学表情应用尧课堂板书设计四项技能维度
及 18项微技能观测点渊见表 1冤遥 渊1冤教学语言表达技
能袁指师范生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口头语言进行教学信
息传递和思想交流[26]袁通过控制语音音量尧语速等来
传递教学内容的能力[27]袁包括发音清晰度尧音量合理
性尧语速适中度尧口头语控制性尧课堂提问度尧情感极
性等观测点遥 渊2冤教学姿态控制技能袁指师范生在教学
中以组织学生学习为目的袁控制和保持适当尧自然尧流
畅的肢体动作与姿态来辅助教学的课堂行为水平[28]袁
包括姿态丰富度尧姿态转换度尧肩部平稳度尧腿部直立
度尧姿态语音配合度等观测点遥 渊3冤教学表情应用技
能袁 指师范生在教学过程中运用面部表情来传递信
息尧表达情感和态度的行为方式[29]袁包括表情多样性尧

表情极性尧正向表情应用度等观测点遥 渊4冤课堂板书设
计技能袁指师范生在板书书写过程中呈现出对板书结
构尧构件尧布局尧色彩等规范的掌握水平袁反映师范生
板书书写的技能水平意向性[30]袁包括字体规范度尧书
写规整度尧布局均衡性尧色彩丰富度等观测点遥

渊三冤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分析系统模
型的架构

人工智能技术为赋能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水平

注入了新动能遥本研究通过构建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
智能实训分析系统模型袁提供大规模尧全过程尧科学精
准的技能提升服务袁有助于破解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
培养的供给性尧效能性尧发展性等难题遥此系统模型包
括理论基础层尧数据获取层尧挖掘分析层尧实训应用层
四层架构渊如图 1所示冤遥

1. 理论基础层院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微技能观
测指标框架构建

构建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微技能观测指标框

架袁需要以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袁深刻了
解新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技能要求袁并据此提取师
范生培养过程中教学基本技能的重要观测点遥本研究
结合教师专业发展尧用户画像尧行为科学等理论基础袁
分析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培养路径尧 技术实现尧过
程方法袁明确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维度及微技能观测
点袁为后续的师范生实训数据的采集尧分析与应用提供
理论支撑遥 渊1冤以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为指导袁认识师范

表 1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微技能观测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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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分析系统模型

生培养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影响袁 明晰师范生的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要求及其与教学基本技能之间的关

系曰渊2冤基于行为科学理论袁确定用于分析与诊断师范
生教学基本技能水平的可观测行为变量袁 即微技能观
测点袁 发现师范生个体和群体的技能实训行为规律及
心理影响机制曰渊3冤结合用户画像理论袁基于微技能观
测点构建教学基本技能数据标签袁为选择实训数据挖
掘与表征工具尧明确技能刻画方法流程提供依据遥

2. 数据获取层院多模态的过程性实训数据采集
多模态过程性实训数据是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

行为表现的直观体现袁是师范生教学能力评估的重要
依据遥 根据微技能观测指标袁面向师范生智能实训场
景构建各微技能观测点与实训数据的映射关系袁融合
视频尧语音尧图像以及结构化数据等多种模态数据袁对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进行可视化表征袁反映技能实训
过程与技能发展水平遥师范生技能实训数据可通过智
能录播系统尧物理感知设备等终端获取袁如教学语音尧
微格教学视频尧板书图像等曰利用课程学习平台和管
理平台等收集与教学实训相关的结构化信息和过程

性学习档案材料袁 如师范生见习和实习的实践作品尧
总结报告尧评价成绩等遥需要注意的是袁实训数据的采
集质量将影响后续教学基本技能分析和诊断的准确

性袁因此袁实训数据的获取需要遵循完整性尧连贯性和
稳定性原则袁控制数据质量和精度袁保证所采集的数
据能够实现后续的挖掘分析遥

3. 挖掘分析层院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成长点智能
诊断

依据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维度及各类微技能观

测点袁 构建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多模态融合分析模
型袁实现各维度微技能点的智能分析及问题诊断遥 首
先袁以实现高性能分析为目标进行数据分析模型和算
法设计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语言音频尧行为表
现视频及板书图像等数据的分析分别进行算法模型

训练遥 其次袁利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实际实训数据进行
分析院渊1冤利用语音识别尧语义分析技术等实现语音信
号的内容尧音量尧音调尧语速特征提取与分析袁综合评
估教学语言表达技能曰渊2冤 提取师范生实训视频中的
人体骨架数据袁进一步析出手势尧站姿及姿态变化规
律袁分析肢体语言的应用和控制能力曰渊3冤利用表情识
别技术对视频中师范生的表情极性及其变化进行分

析袁明确他们在教学中的表情应用和控制情况曰渊4冤通
过光学扫描渊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袁OCR冤技术
对课堂板书图像进行字体规范度尧书写规整度尧布局
均衡性尧色彩丰富度等课堂板书设计技能的评估遥 最
后袁对各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决策级融合分析袁综合评
估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整体水平袁并结合云服务平
台的智能分析结果进行增值性评价诊断遥

4. 实训应用层院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画像生成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画像由能力画像发展而来袁

源于教师画像与学习者画像的概念遥教学基本技能智
能实训模型可依据不同目的形成师范生个体画像和

面向专业尧学校的群体画像遥通过对实训数据聚类尧抽
象袁 可视化表征师范生技能实训成效及发展过程袁为
教学基本技能指导方案的制定和决策提供依据遥个体
画像用于确定师范生个体教学基本技能水平的特长尧
劣势尧提升情况袁师范生可自主或根据教学法教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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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袁明确教学基本技能的发展目标袁并制定训练内容
和步调袁通过多次迭代训练袁有目的地改进技能遥师范
生群体画像为领导决策层提供判断当前教学基本技

能目标达成度的依据袁动态展现专业尧院系和学校的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整体训练情况和目标达成度袁并
通过智能判断进行动态预警与干预遥

四尧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分析的
特点及实训应用

渊一冤多模态数据支持的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
能分析特点

通过智能分析联动多源尧多模态数据袁对师范生
教学基本技能培养全过程进行伴随式尧情景化的数据
采集尧能力数字画像袁动态呈现技能训练过程袁体现如
下特点院

1. 数据采集院情景化尧伴随式尧过程性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叶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曳中
提出野实现伴随式数据采集与过程性评价冶[31]遥 首先袁
设计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场景袁 结合个人自
主训练尧教学法教师指导尧教育管理者决策实施等场景
特点袁采集符合各类场景应用的数据遥 其次袁基于师范
生教学基本技能实训场景袁 安装和应用教学过程数据
感知与记录的智能设备袁 用于伴随式采集师范生技能
实训的过程性数据遥 最后袁伴随技能训练应用袁将动态
生成大量的多源异构实训数据袁 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
性将会不断得到提高[32]遥

2. 数据分析院多源尧多模态尧多维互补
师范生在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中产生的过程

数据袁具有多源尧多模态尧多维互补等特征遥一方面袁实
训数据主要来源于智能实训平台产生的数字空间数

据尧师范生自我报告的结构化基本信息等袁智能化的
数据分析需要基于云服务器对不同端口和来源的用

户数据进行高效关联与整合遥 另一方面袁实训数据的
多模态性决定了数据处理方式的多样性袁包括语音语
义分析尧动作姿态分析尧面部表情识别尧图像文字识
别尧结构化数据统计分析等若干方式袁处理形成的各
项技能观测指标参数与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标准进

行动态匹配袁 最终得到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发展水
平遥 此外袁实训数据与技能指标之间呈现出野一对一冶
野一对多冶野多对一冶的对应关系 [33]袁因此袁在提高数据
分析准确性尧全面性和科学性的同时袁还需考虑选取
微技能观测点数据和补充其他模态的数据遥

3. 技能刻画院即时生成尧动态迭代尧过程追踪

师范生借助智能实训平台录制或上传教学基本

技能实训视频片段后袁可即时获取技能掌握情况的画
像分析报告袁报告依据具体教学实训场景提供诊断解
读袁实现技能水平与发展特征的精准刻画遥 师范生个
人或在同伴与教学法教师指导帮助下袁根据画像报告
找出问题并进行改进提升遥师范生还可获取教学基本
技能发展的规律与特点袁以及有针对性地优化训练处
方与智能推送的优质资源袁便于师范生在后续实训练
习中有的放矢尧迭代改进遥同时袁基于纵向时间维度与
横向技能水平维度袁形成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
训水平动态监管的大数据看板袁以数字画像形式直观
表征技能水平状态及技能训练过程袁为师范专业负责
人及学校教务管理人员提供科学透明的过程监管手

段与实训决策依据遥
渊二冤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的典型应用
1.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野智学冶实训方式
本团队以智能实训平台为支撑袁设计了师范生教

学基本技能野智学冶实训方式遥 野智学冶实训主要融合覆
盖了三个技能实训的典型应用场景渊如图 2所示冤院一
是教学法教师导学训练袁教师结合平台智能诊断分析
报告袁通过示范尧复盘尧反馈等袁给予师范生技能训练指
导曰 二是师范生在微格智能实训室或智能实训静音舱
等环境中展开自学训练袁 基于智能实训平台的画像和
诊断报告袁反复训练以提升各项教学基本技能曰三是平
台基于对实训过程的智能诊断袁 精准识别每位师范生
的优势与不足袁 提供个性化诊断报告并智能推送优质
的辅学资源遥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野智学冶方式强调了
教师引导尧自主学习和智能训练的有机结合袁使师范生
在多场景下开展技能训练时袁大幅度减轻了师范院校
教学法师资负担袁精准提升了教学基本技能训练的准
确度袁智能提供了针对技能实训的过程性指导遥

图 2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野智学冶实训方式

2.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的应用案例
本团队依托上述设计的微技能框架和模型袁以校

企合作方式研发了面向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的

智能实训平台遥 该平台于 2022年 11月发布袁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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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 语

教学基本技能是师范生入职为师的必备基础性

能力遥 针对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过程中的难题袁
本研究构建了教学基本技能的微技能观测指标框架袁
设计了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分析系统模型袁提出并
实践了多模态数据支持的智能分析特点与智能实训

应用方式袁应用成效初步显现遥为贯通教师职前尧职后
一体化培养袁本研究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助推师范生
高质量培养的研究和实践袁持续提高师范生教学基本
技能画像描绘的精细度与全面性袁创新教学技能实训
场景与人要机协同指导模式袁以数智化手段驱动师范
生高质量培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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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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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serve force of teaching forc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wo batch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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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erse engineering method is a teaching method that "starts with the finished product"
and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innovation, making it easy to realize micro -innovations. Guided by the
connotation of micro-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mitation preceding
creation", and proposes a teaching activity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icro -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reverse engineering method with support of project -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doing. Taking "3D printing" as an example, three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practice effect is explor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teaching process with
the triangulation method, so as to revise and improve the activity framework.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designed based on reverse engineering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icro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skills, but the impact on innovative personality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icro-innovation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national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 Reverse Engineering Method; Micro-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Practical Research; 3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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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12页冤

, aiming at the train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this study has constructed a
micro-skill observation index framework of "four dimensions and 18 indicators" for the training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combined with the potentia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eover,
this study has designed a four-layer intelligent training and analysis system model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and put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the "ZHIXUE"
training method of basic teaching skills,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norm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uid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training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model, the realization of technical methods, the design of training
scenarios and the generation of digital portraits can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ect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

[Keyword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Micro -skill Observation Index;
Intelligent Training; Digital 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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