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数字画像”助力因材施教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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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妆试色线上就能完成
用户借助AI更高效作出决策

7月 9日上午，小红书技术负
责人张雷在 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商业 AI赋能零售行业数字
化转型”论坛上表示，“小红书好比

一座虚拟的城市，是生活方方面面
在线化的体现。而 AI技术正是这

座虚拟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水电

煤’。得益于上海浓厚的人工智能
应用环境，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

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消费信息
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更有效地推

动消费决策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伴随着全行业数字化

转型加速，零售业出现了一大批依
靠内容平台和电商平台快速崛起的

新品牌，而传统品牌、国际品牌也试
水通过线上方式与用户沟通。小红

书作为“种草平台”，也是“生活在线
化”载体，用户发现和分享的内容都

真实来源于现实生活，因在线上种

草，然后去线下拔草，最终回到线上
继续分享，形成互动。由此形成了

“种草”的正向循环，实现了“生活在
线化”对线下消费的反哺。

张雷表示，小红书正在利用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品

牌提供更多线上就能体验和分享的

新场景。例如，去年小红书利用 VR

技术联合彩妆品牌魅可（英文名:M ·

A ·C）推出在线试色活动，用户在线
就能找到适合的色号，这些用户的

分享又帮助更多人做出消费选择，
实现了技术助力“分享创造价值”。

品牌“取悦”年轻人
小红书助力建立“恋爱模式”新连接

“不断为用户和零售业品牌创
造有温度的交流互动线上场景；不

断提升零售业品牌找到用户和被
用户发现的效率，不断帮助国内新

一代年轻人发现更多有温度的新

品牌和向往的生活方式，这是小红

书努力在商业 AI赋能零售业转型
数字化的三个维度。”张雷说。

随着年轻人群成为互联网时代的
主力消费人群，他们是数字化时代的

原住民，也更渴望被品牌尊重和平视。
消费习惯的变迁推动了品牌在沟通中

寻找更多元丰富的新场景新方式，这

被小红书称为双向沟通和互动的“恋
爱模式”，而不同于此前品牌与消费者

基于曝光逻辑的单向“教学模式”。
张雷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

小红书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
分析，算法迭代等技术驱动正在为

品牌、关键意见消费者（KOC）和用
户的连接与共创提供新场景。

用“惊喜”种草
AI 提升品牌获客效率

“人工智能在商业领域的人群
匹配、营销内容、广告分发等各方

面已经在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随
着经济生活中数字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更多品牌因为人工智能的应
用而被看见，被喜欢，这种反映现

实、影响现实的能力在未来将产生

更大的社会价值。”张雷在 7月 9

日论坛现场表示。
例如，小红书在 2020年携手 5

大行业 10大品牌推出“惊喜盒子”：
在用户使用 APP搜索、阅读、互动等

行为中，可能的某些行为触发，APP
会自动送出“惊喜盒子”———化妆品

小样、优惠券等。在给消费者制造惊

喜和仪式感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新消
费品牌的“种草”。在与雅诗兰黛的合

作中，小样领取率均在 90%以上，用
户留资率均在 85%以上，帮助品牌

快速获得了大量潜在用户，随后第七
代小棕瓶在小红书上的搜索增长 7

倍，小棕瓶眼霜搜索增长 28倍。
张雷认为，作为生活在线化的

载体，小红书在推荐、搜索和内容
理解三个主要场景上，都大量应用

了人工智能技术。
“上海是中国生活方式最多

元、创新意识最强的城市，充分依
托这里人工智能市场优势、资源优

势、场景优势等，小红书要让品牌
和消费者建立起有温度的关系，努

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
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张雷说。

小红书：AI 技术驱动，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新鲜“种草”体验

    “小红书在试图突破
线上线下的界限，用 AI技
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鲜
的种草体验。 ”7月 9日上
午，在上海举办的 2021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小红
书技术负责人张雷在分享
中表示， 人工智能帮助零
售业和消费者产生更平等
更有温度的互动可能性，

进一步提高消费决策效
率， 赋能新消费的数字化
转型。

7月 8日正式开幕的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围绕 “智联世界， 众智成
城”展开，旨在通过汇聚世
界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
果和观点， 为全球人工智
能协同共治描绘新蓝图，

为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注入新活力， 为上海城市
数字化转型增添新动能。

大会从城市视角的生活需
求着眼， 描绘人工智能点
亮的生活新福祉。

小红书是一家诞生于
上海的互联网公司， 截至
2020年 12月， 平台上汇
聚了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近 8 万个品牌。 依托
“种草”能力，小红书已经
成长为全球真实的消费口
碑库。

文/李想

小红书技术负责人张雷

7月 9日，小红书技术负责人张雷（左二）出席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商业 AI加速零售行业数字化转型”论坛

    除了 25所试点学校之外，未

来，越来越多的上海中小学生也将
拥有一张由身心健康、作业、阅读、

生涯规划、研究性学习等不同方面
维度构成的“数字画像”。这一研究

还将与上海市基础教育大数据联
合创新实验室协同推进，构筑上海

基础教育数据治理体系。

老师更清晰“看见”孩子
据课题负责人、上海市电化教

育馆馆长、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

介绍，长期以来，大规模班级授课
制与学生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学生差异化发展与“唯分数论”之
间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教育发展。

目前，上海启用了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客观记录学
生成长信息。“‘数字画像’对于个

性化教学指导，对于未来的教育
治理的精准科学，对于人才选拔，

将会有更大帮助。”张治强调，这
些“数字画像”，不仅可应用于招

生，更应记录孩子的成长，供家长
和老师更清晰地“看见”孩子。比

如，学生的体质健康画像由健康

行为、身体姿势、医学指标、心理

健康、身体素质等要素构成。据试
点学校、顾村中学校长李海平介

绍，正是在建立数字模型的过程
中，通过 3D扫描，一名学生的脊柱

侧弯现象被及时发现。此外，大数
据分析表明，该校的近视眼发病率

随年级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因此，
学校在校园内为各班开辟了责任

田，为学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分析作业行为大数据
以最受关注的学生作业情况

为例，上海市电化教育馆规划研究

部夏冬杰博士介绍，根据全市 8个
区 9所小学 7965名 1-5年级学生

疫情期间的在线作业完成情况，课
题组开展了子课题“基于作业学习

行为数据的学习特征画像构建”研

究，从作业的参与度、坚持度、专注
度、学术挑战意愿、自我调控能力

等维度进行记录和考量。孩子一鼓
作气完成所有作业后再休息，还是

磨磨蹭蹭做一会儿玩一会儿？完成
一道题平均用时多少?是否始终能

保持高效？面对难题是退缩还是继

续？老师发布的长期任务是分阶段

按时完成还是集中赶工？通过大数
据记录，孩子们依据学习习惯和学

习品质的不同，被分为四种类型。
“有一类学习者在各项指标上

均表现优秀，但在难题上投入的时
间较短，在督促其保持良好学习习

惯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挑战

性学习项目，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潜
力；而对于各项指标均低于整体平

均水平、学业成绩也最低的这类学
习者，则需要老师和家长特别关

注。”夏冬杰说。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调查显

示，作业时长、作业完成次数等指
标与学业成绩呈“弱相关”，这说明

并不是题刷得越多，成绩就越能提
升；相反，作业积极性、作业效率、

挑战难题的意愿和反思性等学习
品质方面的指标与学业成绩呈现

“强相关”，说明提升学业成绩的核
心在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品质等

非学业方面的素质。这些结论为学
校进行“减负增效”提供了有力的

数据支持和方向指引。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刷题时长和成绩“弱相关” 作业效率和成绩“强相关”

上海中小学生“数字画像”来了！
在刚刚闭幕的 2021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发布教育数字化转型

七大任务，“通过大数据驱动综合评价的改革”为其中之一。记者从上周末召开
的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经过 3年努力，由上海市电化教育馆牵头的“基于学生
画像的综合素质评价行动”已经初见成果。

    经过 3年努力，由上海市电化

教育馆牵头的“基于学生画像的综
合素质评价行动”初见成果。未来，

越来越多的上海中小学生将拥有
一张由身心健康、作业、阅读、生涯

规划、研究性学习等不同方面维度
构成的“数字画像”。

一个孩子如果只有分数，恐
怕赢不了未来的“大考”；教育如果

只关注升学率，国家的未来也可能
没有核心竞争力。这已经越来越被

社会所认同，也让素质教育越来越
受到重视。素质教育培养的是一个

人的德行、学识、修养、习惯等综合

素质，正如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名
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

“我也知道分数不是全部，但

中高考的选拔就在那里，竞争又这
么激烈，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可如

何做到？ ”“道理我都懂，但是该咋
办？ ”……不少学校和家庭对于素

质教育还有很多困惑。困惑的最大
来源就在于缺乏评价体系，或者说

无法定量化评价一个孩子，导致无

法因材施教。此次，“基于学生画像
的综合素质评价行动”在实际操作

层面和有效性方面都给出了解决
方案，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素质教育追求的不是在某种统
一标准下的素质，而是需要培养具

有各不相同素质的人才。为什么一
些孩子学习没有自驱力，很大程度

上是老师、家长没有帮助他们找到
心中的梦想。 把学生的体质健康、

作业学习、 职业生涯预期等情况，

以大数据记录以及人工智能算法，

形成“数字画像”，将有利于学校更

好地了解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
式，同时更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

的特长，谋划其未来的成长方向。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
的办学导向。“数字画像”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前行、一点一滴扎实推进。 如

何保障生产高质量的数据，从而促

进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数据汇集

与融合，精准画出学生个人“数字
画像”和群体“数字画像”，还需要

各方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