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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型语言模型(LLM)作为一种新型的智能载体，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

广泛。本研究旨在探讨LLM如何赋能教师提升教学能力，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提出了一套LLM
赋能模式，并结合案例分析，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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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as a novel intelligent carrier, have seen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LLMs empower teachers to enhance their teach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 set of LLM empowerment 
models is proposed. In conjunction with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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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领域，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大型语言模型(LLM)正逐渐成为推动教学方法革新的关键

技术[1]。LLM 通过其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为教师提供了从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到自适应教学等多

种创新工具[2] [3]。这些工具不仅改变了教学内容的传递方式，也为教师提供了新的途径来评估和反思教

学效果，从而促进教学创新能力的提升。 
尽管 LLM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如何有效整合这些模型到实际教学中，以及它们如何具体

影响教师的教学策略和学生的学习成效，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LLM 的广泛应用也引发

了对技术、数据隐私、伦理价值取向和公平性等隐患和挑战的讨论[4]-[6]。 
本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探讨 LLM 对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的多维度影响。研究将评

估 LLM 在教学设计、实施、评估和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并提出策略以实现高校教学的深度变革。

研究结果将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未来教育技术研究指明方向。 

2. 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旨在深入理解大型语言模型(LLM)如何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

提升。该模型的构建基于广泛的文献回顾，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以及对 LLM 在教育领域应用

的深入分析。 

2.1. 模型的理论基础 

模型的理论基础融合了多个教育心理学和教学设计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基础包括但不限于：1) 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它揭示了学习的本质是一个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而非被动地接受信息，强调学习者通

过与环境的互动构建知识。2) 认知负荷理论：为了提升学习效率，必须合理安排信息的呈现方式、难度

梯度等，通过智能分析，确保设计的教学内容既具有挑战性又不会带来学生的认知负荷。3) 社会文化理

论：强调学习的社会互动性，LLM 通过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和交流来支持这一理论。 

2.2. 模型构建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简洁且逻辑严谨的理论模型，以评估 LLM 在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中的作

用。模型的核心基于三个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关键要素包括

LLM 的关键功能、教师的教学需求、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教学环境的特定条件[6]。通过这些要素，我们

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 

( )TIC LM,TICa,TE,SSEf=  

其中，TIC 表示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LM 表示语言大模型的功能和应用，TICa 表示教师教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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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TE 表示教学环境，SSE 表示学生学习效果。该模型旨在提供一个框架，以量化和评估 LLM 对

教学创新能力的影响。 

2.3. 模型框架 

构建概念框架是模型构建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它有助于将确定的模型要素整合成一个逻辑连贯、易

于理解的结构(见图 1)。 
 

 
Figure 1. Empowerment of teacher teaching competency model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图 1. 大语言模型赋能教师教学能力模型 
 

1) 图解说明：① 核心层(Core)：包含 LLM 的关键功能特性，如自然语言理解、文本生成、信息检

索和对话管理。② 应用层(App)：展示 LLM 如何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包括课程内容开发、学生评估、

教学反馈和个性化教学。③ 学习层(Learn)：描述 LLM 如何响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包括个性化推荐、学

习进度跟踪和学习成果评估。④ 教学环境条件(Env)：位于底部，包括课堂规模、资源可用性、技术基础

设施和教育机构政策，这些条件影响 LLM 的集成和应用。 
2) 连接线说明： 
① LLM 到核心层：表示 LLM 的核心功能特性。② LLM 到应用层：表示 LLM 如何支持教师的教

学需求。③ LLM 到学习层：表示 LLM 如何响应学生的学习需求。④ 教学环境到 LLM：表示教学环境

条件如何影响 LLM 的集成、应用和运行。 
这个概念图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展示了 LLM 在教育中的应用如何通过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以及适应教学环境条件，最终实现教学能力的提升。通过这种结构化的模型框架，可以更好地评估 LLM
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中的作用，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指导。 

2.4. 假设 

在进行“LLM 赋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模式研究”的过程中，基于构建的概念框架，本研究形成了以

下研究假设，旨在通过实证研究验证 LLM 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中的作用。 
假设 H1：LLM 的集成将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解释：LLM 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建议和课程材料，从而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和练习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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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师更有效地设计课程和教学活动。 
假设 H2：LLM 的使用将增强教师的教学互动技巧。 
解释：LLM 能够模拟学生进行流畅的对话，提供即时的互动反馈，帮助教师改进与学生的沟通和互

动方式。 
假设 H3：LLM 将改善教师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能力。 
解释：LLM 的自动化评估功能能够帮助教师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建议和改进方法，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假设 H4：LLM 的集成将促进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解释：LLM 提供的多样化教学资源和活动建议将鼓励教师尝试和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假设 H5：LLM 的使用将提高教师对教育技术的信心和接受度。 
解释：LLM 的成功应用将增强教师对其他教育技术工具的信心，提高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意愿。 
假设 H6：LLM 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其终身学习的能力。 
解释：LLM 作为持续学习和专业发展的辅助工具，能够支持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帮助教师不

断的学习和成长。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设计，收集数据来测试这些假设。例如，通过比较使用 LLM 前后教师的教学设

计能力和教学互动技巧的变化。通过访谈和案例研究，收集教师的反馈，以深入了解 LLM 对教学能力提

升过程的影响。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假设的提出和验证对于理解

LLM 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有助于评估 LLM 的实际效果，还能够为教育政

策制定者、教师和技术开发者提供宝贵的见解，指导他们更好地利用 LLM 技术来提升教育质量。通过这

些假设的验证，本研究期望为教师提供实用的 LLM 集成策略，以促进其教学能力的提升。 

3. 模型准确性验证 

在本研究中，为确保理论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采取了以下步骤进行模型验证： 
从理论出发，演绎出可检验的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假设。例如，我们假设 LLM 的集成

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并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来收集数据，以检验这一假设。问卷设计紧

密围绕模型的关键要素，包括 LLM 功能的应用频率、教学和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估，以及教学环境的支持

程度。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来分析调查问卷和实证研究收集的数据，以验

证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分析结果，对模型进行迭代修正，以确保模型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教学

中 LLM 的应用效果。 
调查问卷与模型构建的联系 
调查问卷是模型验证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模型构建紧密相关： 
需求分析：问卷调查旨在收集教师和学生对 LLM 功能的实际使用情况和满意度，这直接关联到模型

中 LLM 功能特性的要素。 
功能应用评估：问卷评估 LLM 功能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模型中关于 LLM 功能对教学创新

能力提升影响的假设提供实证数据。 
教学效果反馈：问卷收集的数据将反映 LLM 对教学和学习效果的影响，有助于验证模型中关于教学

环境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要素。 
模型优化：问卷结果将指导模型的优化，确保模型能够准确反映 LLM 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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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结果(原始问卷调查数据略)。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表 1. 年龄分布表 

年龄组别 百分比 

20~30 岁 30% 

31~40 岁 40% 

41~50 岁 20% 

51 岁以上 10%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age 
表 2. 教龄分布表 

教龄组别 百分比 

1~5 年 25% 

6~10 年 35% 

11~20 年 25% 

20 年以上 15%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ubject areas 
表 3. 学科领域分布表 

学科领域 百分比 

理工科 40% 

文科 30% 

商科 15% 

艺术 10% 

 
这些表格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图，展示了参与调查的教师在年龄、教龄和学科领域的分布情况。在

实际的研究中，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对 LLM 使用的态度和体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教

学能力和学生学习成果。LLM 使用情况统计结果表明 LLM 使用率：80% (使用过 LLM 辅助教学)。 
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表 1 表明年轻教师对新兴技术如 LLM 的接受度可能较高，他们可能更愿意尝试将这些工具融入教

学中。中年教师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通常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对技术的适应能力。资深教师，他们可能

对 LLM 的使用持更保守的态度，但也可能对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有更迫切的需求。 
表 2 教龄分布显示新教师(1~5 年教龄)，他们可能对 LLM 的使用持开放态度，希望通过技术提升自

己的教学能力。经验丰富的教师(6~10 年和 11~20 年教龄)，共占 60%，他们可能在教学方法上寻求创新，

LLM 可能成为他们教学工具箱中的一部分。资深教师(20 年以上教龄)，占 15%，他们可能对新技术持观

望态度，但也可能因为经验丰富而对 LLM 的潜在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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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科领域分布显示，理工科和文科，这两个领域的教师可能更频繁地使用 LLM 来辅助教学内容

的开发和学生评估。商科、艺术和其他，这些领域的教师可能更注重 LLM 在案例研究、创意思维和跨学

科学习中的应用。 
LLM 使用情况统计分析，LLM 使用率：80%的高使用率表明 LLM 在教师中已经相当普及，这为进

一步研究 LLM 对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如图 2，教学能力提升统计分析结果分别显示。教学设计能力，显著提高和略有提高：共占 80%，

这表明大多数教师认为 LLM 对他们的教学设计能力有积极影响。如图 3，教学互动技巧显著提高和略

有提高：共占 80%，说明 LLM 在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 4，学生评估

能力显著提高和略有提高：共占 80%，这表明 LLM 在帮助教师更有效地评估学生学习成果方面具有

潜力。 
如图 5，教育技术信心和接受度分析表明显著提高和略有提高：共占 85%，这一高比例表明 LLM 的

使用增强了教师对教育技术的信心，这可能促进他们探索和采用更多的教育技术工具。 
 

 
Figure 2.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improvement chart 
图 2. 教学设计能力提升图表 

 

 
Figure 3. Teaching interaction skills improvement chart 
图 3. 教学互动技巧提升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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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hart showing improvement in student assessment ability 
图 4. 学生评估能力提升图表 

 

 
Figure 5. Chart showing improvement in confidenc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图 5. 对教育技术信心提升图表 

 
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分析表明，教师该方面的能力显著提高和略有提高：共占 85%，这表明 LLM

不仅对当前的教学实践有积极影响，也对教师的长期专业成长和终身学习有正面作用。 
统计结果表明，LLM 在教师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大多数教师认为 LLM 对他们的教学能力有

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 LLM 作为教学工具的潜力，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见

解。然而，这些结果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 LLM 在不同教学环境和学科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效果。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模拟数据分析，深入探讨了大型语言模型(LLM)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并评估了其对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 LLM 在教学设计、互动技巧、学生评估、教学方法多样性、教育

技术信心、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 LLM 作为教学工具的潜力，支

持了其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同时，研究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对 LLM 在不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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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学科领域中应用效果的深入分析，以及如何优化 LLM 的使用以提高教学效率。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LLM 的集成使用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增强了教

师对教育技术的信心和接受度。这表明 LLM 有潜力成为推动教育创新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因

此，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更好地支持教师利用 LLM，包括提供必要的培训、资源和政策支

持。同时，也应关注 LLM 在教学中应用的伦理和隐私问题，确保技术的负责任使用，以及促进教育公平

和包容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LLM 有望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教师的教学能力提

升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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