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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信息化 智慧教育智慧教育··

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是浙江省一级
重点中学、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
示范校、浙江省首批现代化学校、普
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
校，秉承浙大“求是创新”之传统，
一直致力于数字化建设。

早在2013年，浙大附中就开展
课程的顶层设计,将原有的国家、地
方、校本课程加以重构，构建“求是
课程体系”，包括学科课程、综合课

程、特色课程等，兼顾高考和兴趣特长
发展，尽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选择需
求。近年来，学校开始深入综合治理、
育人评价的智慧校园建设深水区，围绕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的指导意见》和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
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建设，着力打造“五
育”评价管理体系，建设智慧教室、智慧
教学研究中心等，将数智化赋能到学校
不同的育人场景中，依托发展指导系统、
走班智能系统、智能班牌应用系统等，
促进大数据时代学校管理的智慧转型。

学校利用大数据精准教学系统契合
教学实际需求，深度融入教学流程，通

过全场景过程性动态数据采集，构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业评价体系，充分挖
掘数据价值，促进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
与变革。围绕核心教学场景，学校建构
了一个基于智能信息技术的教学环境，
提供将学科工具、学科应用、数据资产等
结合的工具型、数据型、平台型的产品，
构建学校教学的绿色生态，推动学校教
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以课中
与课后的结合，帮助学生在课下时间随
时学、随地学，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学业
数据全流程打通。

现在，浙大附中正积极促进学校信
息技术和教育教学融合应用，逐步探索

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信息化之路。“数
智”系统为教师改进教学组织形式和教
学方法、提升教学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为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协作性学习及
探究性学习创造条件；为家长加强与学
校、教师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学习、成
长的情况提供多样的渠道；为教育管理
者及时掌握各类信息，实现高效、科学
的教育管理提供坚实保障。学校实现了
从“数字学校”到“数治学校”、从

“数字教学”到“数智教育”的重要转
变，学生学习、规划、体质、心理等方
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杨志林）

辽宁省沈阳市博才初级中学以智
慧课堂为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形成
了“技术支撑、以点带面、整合改变、优
势互补”的信息化发展新局面。学校
以智慧课堂服务平台为技术支撑，创
设了“新双力五环”教学模式，将教学
中的五个环节与智课互动功能充分融
合。教师通过测评系统完成课前展
示，检验学生的预习效果；通过屏幕分

享功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通过预先推
送内容，完成小组合作、探究新知；通过
全班作答、数据反馈，根据学情对不同层
面的学生推送作业，检验学生学习效果。

结合各学科特点，学校打造了包含
新授课、习题课、复习课、“AI+学
科”融合课在内的四种课型，将五个教
学环节分别侧重于不同的功能应用，提
高课堂效率。教师可通过作业、测评生
成的个性化学习手册获得数据报告，不
仅能够看到学生对每道题的掌握情况，
还能快速定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根据
学情精准施策，切实减轻作业负担。

在博才中学AI智慧教室里，学生们
可以体验、理解和实践人工智能知识与其在
跨学科中的应用。学校将智能机器人“小飞
同学”与教学环节初步融合，课前教师和学
生对“小飞同学”进行了编程，可以对课堂
中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抢答，启发学生
思考，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与实
践应用，实现AI和学科教学的融合。

学校借助大数据进行多元化的评价
方式，推进新型素质评价落地，采用新
型评价系统，把教师和学生还原成“多
面体”。教师针对每个学生在日常行
为、学业素养、心理健康等方面给出合

理的建议或寄语，家长也可以在系统中
对孩子提出殷切希望。大数据同步上
传，解决了纸质版评价手册不易留存、
难以更改的弊端。学生不再用一把“尺
子”衡量自己和他人，能够主动寻找自
己的优点和长处，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及
对生活的态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近年来，教师信息素养和学生信息
化应用水平普遍提升，学校逐渐构建起
以生为本、基于问题、数据引领、精准
测评的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构建起

“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赵晶茹）

智慧课堂助力“双减”落实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创办于
1939年，是上海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
所集幼、小、初、高于一体的十五年一
贯制公办学校。学校围绕办学目标与
育人目标，发挥十五年一贯制的学制
特色，在校园管理、环境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管理、师资培养及教育科研等
方面融合信息技术，建设智慧校园。

学校创建多样的虚拟学习空间和
新型教育场景，依据学科核心素养及

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开发幼、小、中
各学段不同的活动与课程，满足不同的
学习需求；建立管理机制完备、资源配
置多元的支持保障体系，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多元、多维的数据采集方式，
跟踪研究学生的发展，实现精准教学；
建设基于学生综合素养的大数据分析平
台，绘制学生成长地图，指导学生增强
对自我和人生发展的认识与理解，为学
生的未来生涯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划，最
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终身发展，更
好地赋能教育发展。

在理化生创新实验室，师生可以体
验集成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的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实验
教学和技能考核系统；在艺术中心，学校
将信息技术与艺术教学进行融合，建立
数字音频室、数字媒体室等大艺术创意
空间；在科创中心，学生可以利用机器
人、智能家居等课程提升编程能力；在安
全体验空间，学生可以利用AR、VR技
术进行灭火及逃生实训。

学校借助深兰手脉技术，在幼儿部
科学小镇活动、无人图书借阅管理、体
育器材开放式管理和学习空间拓展课程
选择管理等方面初步应用，通过人工智
能收集学生的兴趣爱好、阅读偏好、运动
偏好等数据，对学生的相关行为进行深

度分析。小学部引入了“豆朋—棒棒糖
评价系统”、中学部引入了“精准化教学
与学情分析平台”等信息化辅助工具，
在课堂教学及教育监测评价分析等方面
进行初步的应用。

此外，学校也引入了“AI英语听说
课堂”“学生个性化学习手册”等应用场
景，为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提供大数据
支撑，目前在多个学科、单个学段尝试使
用，逐步推广至单学科跨学段、多学科跨
学段的使用，致力于为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积累更长跨度的数据，为学生个性化
发展及成长规划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童葆菁）

融合AI技术的智慧校园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文汇中
学以创办高品质现代化学校为目
标，以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效益为己

任，利用较为完备的技术设施和

现代化的信息平台，奋力探索“教育+
AI”新模式，让技术赋能教育发展，让
人工智能助力学生成长，努力打造智
慧教育新样态。

学校依托区首批智慧教育基地校
平台，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依托区市智慧校园管理平台，
实现了课堂教学、家校互动、“十个一”
活动广场课程实施、动态化教学跟踪

和学生评价。各学科
教师将课前、课中、

课后进行贯通式筹划、备课，三位一
体、有机整合，构建起“三段式”育人新
模式，打造混合式“破时空”教育，以课
堂为主阵地，致力于实现课上与课下、
学校与社会的无缝链接，培养学生的
持续学习力，聚焦学生核心素养提
升。依托畅言课堂功能模块，师生在
课堂上共同学习知识、研讨互动、训练
拓展，以全新课堂样态推动“转识为
智”，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依托强大的
教育平台，学校实现学习资源一键推
送、学生作业一键批改、学情分析一键
生成、疑难问题实时解答，打通知识学
习与能力培育的通道。

本着“为学生发展而设计”的理
念，学校对课堂教学环节进行微分细
化，以系统化思维打造“生本式”教学
模式，形成“六环十二学”模式，提升智
慧课堂的实操性能。具体环节为：问
题呈现（情境激学、目标导学），问题独

研（教材独学、微课助学），问题群研
（合作研学、组内督学），问题解决（学
生展学、教师点学），问题延伸（训练夯
学、延伸拓学），问题回归（小结悟学、
当堂测学）。3D、VR、AI等技术走进
课堂，让课堂资源更丰富、学习形式更
鲜活。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不
但实现了数据支撑下的科学化识材、
专业化施教、个性化发展，更重要的是
实现了规模化因材施教，让教育教学
更精准、更有效益。

此外，学校对教师信息化素养采
用全方位评价，出台了《文汇中学智慧
课堂考核方案》，专门制定智慧课堂量
化考核表，对包含教学目标达成度、思
维发展生长度、信息技术融合度在内
的课堂“十一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评
价，督促教师既学技术又练内功，促进
教师向学术、艺术、技术“三术”融合型
教师成长。 （牛秀丽）

人工智能构建智慧教育新样态

在教育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的
背景下，安徽省合肥市第七中学升
级教育信息化设备和应用水平，积
极探索教育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初步构建
了智慧学校建设与应用模式，发挥
其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推进育人
方式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助力师生
共同发展。

一是以信息化赋能课堂，实现
因材施教。学校推进“互联网+大

单元”备课方式，将学科组划分为若
干个小组，共同完成大单元教学的备
课和设计，并打造供学生课前、课中、
课后使用的“电子书包”，上传至智慧
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教师利用智慧
课堂立体化的互动功能，设置抢答、投
票、分组、讨论等环节，激发学生参与
课堂的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及
探究能力，并常态化采集作业、测试
数据，精准溯源、定位薄弱知识点，
做到以学定教。

二是以信息化赋能作业，实现减
负增效。教师充分利用学生课前预习
数据、课堂练习数据、教学检测数据，
了解学生知识薄弱点，根据学生学习

需要制作不同层次的学生作业包，推
送个性化复习资料，实现精准作业设
计。各学科组根据年级学科学情，制
定年级阶段性统一练习，并通过智慧
平台发送到智慧课堂学生端，加强作
业统筹，合理调控作业结构。数据平台
能够汇总学生课堂练习、每日作业、教
学检测等数据，形成个人成绩单、得分
明细、个性化错题本，让学生跳出机械
反复、无效练习的学习困局。学校通
过数据中心对教师布置作业内容、批
改作业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将其作
为年度评先评优量化考核依据之一。

三是以信息化赋能课后，助力全
面成长。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

课后学习需求，学校构建了“七雅”校
本化课程，开设包含科技创新、科学素
养拓展、人文素养拓展、心理健康教
育、体育竞技等百余门课程。学生通
过选课平台，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进
行线上选课，在活动课期间走班学习，
不断了解自我、认识外部世界，将兴趣
爱好与发展潜能相结合。学校还引入
了可监测学生运动数据的智慧体育系
统，实践“分项教学+智能测评”的体
育教学创新模式，通过让学生佩戴运
动心率手环，运用AI视觉分析技术，
实时监测学生运动心率，纠正学生运
动姿态，指导学生科学运动。

（邓宗国 薛晓雨）

技术赋能解锁育人数字密码

“数治学校”的“数智教育”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课堂教学中，学生使用平板电
脑自主学习。

辽宁省沈阳市博才初级中学智慧课堂。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实训平台学习。

安徽省合肥市第七中学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场景。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文汇中学教师基于教学数据分析开展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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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典型案例展示部分典型案例展示（（一一））

学校名称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
文汇中学

学校名称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学校名称
辽宁省沈阳市博才初级中学

学校名称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学校名称
安徽省合肥市第七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