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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可视化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探索

张Ǔ萍Ǔ高海媛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Ǔ新疆Ǔ伊宁Ǔ835000

摘Ȟ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当下，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成为推动教育创新的关键力量。本文深入探讨其如何

赋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开篇剖析教育信息化浪潮中教师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阐述大数据可视化内涵、技术原理

与工具。详细解析在教育各环节应用场景，涵盖精准教学、个性化学习、教育管理决策等。重点阐述对教师能力提升

路径，如培养数据素养、助力教学设计创新、优化教学评价、促进专业成长与协作。结合实例展示实践成效，展望未

来智能化、沉浸式、协同化发展趋向，为教师拥抱技术变革、提升教育质量筑牢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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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今时代，信息技术以磅礴之势席卷全球教

育领域，推动教育从传统迈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之

路。大数据，作为信息时代海量信息的沉淀与结晶，蕴

含着学生学习轨迹、知识掌握程度、兴趣偏好等丰富教

育宝藏。而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恰似一把神奇钥匙，能够

解锁这些宝藏，将繁杂抽象的数据转化为直观形象、易

于理解的图形图表，让教育者得以穿透数据迷雾，精准

把握教育动态。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核心主体，站在

这场变革的前沿阵地。一方面，被赋予利用大数据可视

化技术优化教学、精准育人的全新使命；另一方面，传

统的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储备已难以应对新时代需求，亟

待突破能力瓶颈，掌握这一前沿技术，将其巧妙融入备

课、授课、评价等日常教学流程，实现教育质量与自身

专业素养的双重飞跃。深入研究大数据可视化对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赋能机制，既是顺应教育发展潮流的

必然之举，更是点燃教育创新引擎、培育时代新人的关

键所在。

1��大数据可视化概述

1.1  内涵与特征
大数据可视化是综合运用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

理、人机交互等技术，将大规模、多源、异构的教育大

数据以直观可视的形式呈现给用户的过程。它具有鲜明

特性：直观性，以图形取代晦涩数字文本，如用柱状图

清晰展现班级成绩分布，教师一眼洞察学生整体水平

与个体差异；交互性，支持用户多操作，缩放看清数据

细节、筛选聚焦特定子集、点击链接跳转关联信息，教

师拖动时间轴查看学生学习状态变化；实时性，能即时

反映数据更新，课堂答题系统秒级可视化反馈答题正误

率、用时，辅助教师动态调整教学节奏。

1.2  技术架构与工具

底层为数据采集层，通过传感器、日志记录、在线问

卷等收集多源数据，涵盖学习管理系统（LMS）记录学
习轨迹、智能教学设备捕捉课堂行为、社交媒体抓取学习

交流信息。中间是数据处理层，利用数据清洗去除噪声、

转换统一格式、运用数据挖掘算法提取模式，关联规则挖

掘发现知识点关联，聚类分析划分学习群体。上层为可视

化呈现层，借助专业工具实现，Tableau以其简洁易用、
丰富可视化组件受青睐，教师轻松拖曳字段生成精美图

表；PowerBI与微软办公软件深度集成，方便数据导入导
出、共享协作；编程类如Python可视化库（Matplotlib、
Seaborn等）提供定制化开发，满足特殊需求，各层协同
运作将数据转化为洞察教育的可视化窗口[1]。

2��大数据可视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场景

2.1  精准教学实施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依赖于经验和直觉

来判断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这种方式往往缺乏足够

的客观性和针对性。而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引入，为精

准教学提供了可能。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可视

化互动课件，将抽象的知识点以图形、动画等形式直观

地呈现出来，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同时，通过实时

收集学生的反馈数据，如课堂参与度、答题正确率等，

教师能够立即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例如，在

机电专业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模拟工作原理控制

线路的可视化面板，当学生在进行线路的连接时，面板

会即时显示对错情况，并统计出高频错误。这样，教师

就能根据这些数据，针对性地讲解和强化这些易错点，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在控制线路故障的排除分析中，思

维导图的可视化应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

思维导图来梳理故障排除的脉络和方法，学生则可以在

线补充自己的理解和分支。这种互动式的可视化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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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故障排除的方法，还能让教师

洞察到学生在理解上的差异，从而进行更精准的引导。

课后，教师还可以通过分析作业完成情况、课程资源访

问量等可视化数据，来了解学生的学习难点和兴趣点。

这些数据可以为教师提供宝贵的教学反馈，帮助他们优

化后续的教学策略。例如，对于高错误率的知识点，教

师可以进行重点讲解；而对于热门的课程资源，教师可

以拓展同类知识，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2.2  个性化学习支持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学

习风格、能力和兴趣。传统的“一刀切”教学模式往往

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而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则能

够帮助教师构建学生的动态学习画像，从而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支持。通过整合学生的成绩、考勤、课堂表现、

线上学习行为等多维数据，教师可以利用可视化仪表盘

来呈现学生的学习状况。在这个仪表盘上，不同颜色区

域代表着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维度上的优劣。这

样，教师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每个学生的强项和弱点，

从而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对于基础薄弱的学

生，教师可以推送基础巩固的微课资源，帮助他们夯实

基础；而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可以推荐拓展专业

知识、项目实践等挑战性更高的学习资源，以激发他们

的学习潜力和创造力。此外，学习路径的可视化展示也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历程。通过节点标注

关键事件，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成

果，从而避免低效徘徊，提高学习效率[2]。

2.3  教育管理决策辅助
在教育管理中，大数据可视化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学校管理者可以通过大数据可视化看板，全局掌控

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以及学生发展态势，从而做出更加

科学、精准的决策。在师资队伍管理方面，管理者可以

利用可视化对比教师的教学评价、科研成果以及培训参

与情况等信息。这样不仅能发现优秀教师的闪光点，还

能识别出需要改进和提升的教师群体。基于此，学校可

以合理规划培训内容和评优评先标准，以激发教师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在教学资源配置方面，管理者可以参考

课程开出率情况、教材使用可视化分析等数据来调整资

源投放。例如，对于人数较多的专业课程，学校可以增

加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而对于使用效果不佳的教材，学

校则可以考虑更换或优化。在招生就业环节，大数据可视

化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生源质量、报考趋势以

及毕业去向等可视化数据，学校可以精准定位招生宣传的

目标群体，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以吸引更多优秀学

生报考；同时，也能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人才培

养方向和课程设置，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大数据可视化赋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路径

3.1  培育数据素养根基
为了在教育领域有效应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构建

教师的数据素养成为首要任务。我们设计了分层次的培

训体系，确保每位教师都能根据自己的水平获得相应的

提升。新手入门培训阶段，我们注重基础概念的普及，

如教育数据的分类、可视化图形的选择等，并通过Excel
实操练习，让教师快速掌握制作简单统计图表的方法。

进阶培训则深入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核心，教师将学习SQL
查询语句和R语言统计建模，这些技能能够帮助他们更
有效地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为教学决策提供支持。高

阶培训则聚焦于可视化设计与解读的高级技巧，教师将

使用Tableau等专业工具，设计复杂且富有洞察力的交互
式可视化作品，并学会解读这些作品背后的含义，如学

生流失预警模型的结果。同时，我们还通过数据素养工

作坊，鼓励教师组队实践，分享经验，研讨数据伦理问

题，确保他们在应用大数据可视化时能够遵循规范，保

护学生隐私。

3.2  助力教学设计革新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数据

素养，也为教学设计的革新提供了可能。通过可视化学

情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定位教学目标，如针对基

础课程物理中电学实验题的低分现象，我们可以强化实

验原理和操作的教学。此外，我们还创新了教学方法，

如根据线上学习活跃度的可视化数据，对热门知识点采

用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对冷门内容则

融入游戏化元素，以可视化闯关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同时，我们还利用可视化流程规划教学环节，如基

础课数学复习课中，我们用甘特图明确各环节的时间安

排和资源链接，确保课堂紧凑有序，提高教学效率[3]。

3.3  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摒弃传统单一量化评价，构建可视化多元评价体

系。用成长雷达图展示学生阶段进步，涵盖知识增长、

能力提升、态度转变维度，激励持续发展；以能力进阶

图跟踪学科核心能力发展，教师依可视化路径针对性辅

导。借助在线平台可视化工具开展互评，小组作业互评

中，学生通过可视化界面打分、评论贡献度、协作契合

度，促进反思改进，教师整合结果优化教学策略，形成

动态评价闭环。

3.4  促进专业成长与协作
教师个人利用可视化教学反思日记，回溯课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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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表情、作业反馈可视化记录，剖析教学亮点与

不足，如发现某新授方法学生参与低，反思调整。团队

协作上，开展跨学科可视化观摩研讨，不同学科教师互

评课堂，电工基础教师借鉴电子技术课实验步骤可视化

展示逻辑，电力拖动课程教师参考计算机绘图课程作品赏

析可视化创意，碰撞智慧火花。搭建区域教师发展可视化

云平台，汇聚优质课例、教学反思可视化剖析，教师线

上观摩、评论交流，突破时空限制，共促专业成长[4]。

4��大数据可视化赋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实例

分析

某城市职业学校推行“智慧课堂”项目，引入大数

据可视化技术助力专业教学。课前，教师分析预习平台

数据可视化报告，了解学生对专业难点的解决情况，针

对性设计与预习工作单，如发现仪表的使用过程中，原

理了解困难，课前推送相关资料。课中，借助课堂互动

系统可视化反馈，实时知晓学生识图、提问、小组讨论

参与情况，对冷场环节及时引导，如讨论如何点动的储

备知识的情况下，完成连续运动，发现一组学生无有效

发言，教师适时抛出启发问题。课后，对比任务单的完

成情况可视化数据，精准评估教学成效，发现学生对工

作原理的理解能力增强。

教师团队定期研讨可视化学情，重新整合实训教

材，依学生薄弱环节增设专项操作训练，调整操作知识

点难度梯度。一学期后，学生对专业课学习兴趣高涨，

课堂主动发言率从40%提至60%，期末考试优秀率跃升12
个百分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通过率从70%提至
90%，多位教师公开课获市级奖项，实现以技术赋能教
学、师生共进的良好局面。

5��大数据可视化赋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未来

发展趋势

5.1  智能化教学决策辅助
未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可视化深度融合，为教师打

造智能“军师”。基于机器学习自动分析教学全过程数

据，可视化呈现教学策略建议，如发现学生连续多课注

意力不集中，推荐趣味导入活动；依学生知识掌握预测

模型可视化结果，智能规划分层教学任务、个性化学习

路径，教师一键采纳或微调，实现教学决策从经验主导

迈向数据智能驱动[5]。

5.2  沉浸式可视化教学体验
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拓展

可视化边界。在实际教学中，机电专业课程尤其是一体

化课程往往会因为实训设备、实训场地受限。利用虚拟

现实系统，学生感知，教师现场讲解，增强代入感与理

解；在安全用电课程中，模拟全虚拟状态和学习工作环

境，让各方都感受到机电设备和其他安全因素造成的妨

碍教学和学习事故，学生直观感知，激发探索欲，教师

需掌握新交互技巧，推动教学向沉浸式、体验式变革。

5.3  跨区域协同可视化教研
互联网赋能下，跨区域教师将通过可视化云平台深

度协同教研。同步观摩异地公开课，可视化交流面板实

时评论、标注亮点不足；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共享研究

数据可视化分析，跨校际、跨地域汇聚智慧，教师在开

放协作中拓展视野、提升能力，共铸教育创新高地。

结论：大数据可视化技术作为教育信息化征程中的

璀璨星辰，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赋能之势重塑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版图。从筑牢数据素养根基，到撬动

教学设计、评价体系革新，再到点燃专业成长、协同发

展引擎，为教师开启一扇通往教育创新殿堂的大门。实

例见证其显著成效，展望未来，智能化决策、沉浸式体

验、跨区域协同的发展浪潮将汹涌袭来，持续推动教师

勇立潮头，以技术为笔、数据为墨，绘就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壮丽篇章，为培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创新型人才砥砺

奋进。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教师应持续学习、勇于实

践，教育部门与学校应提供有力支持，三方携手共进，

方能让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绽放最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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