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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有些学生看似读了很多书，却未
能用所读所得拓展思想的深度？”调动起学生
的阅读兴趣后，海珠区怡乐路小学校长吴洁
辉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在与教师、学生多次交流中，吴洁辉发
现，部分学生看书只关注文字的表象。“比如
很多学生喜欢看故事类书籍，往往只关注故
事里的人物、事件，而不愿动脑筋去思考、
分析作者的意图等，也不愿追问，只求知道
故事情节即可。”

针对学生阅读拓展不足的现实问题，广
州着力将智慧阅读平台与课内教学紧密结
合，引导学生开展深入有效的阅读。

“我登录智慧阅读教师工作平台，就能看
到整个班的阅读完成情况，以及各道题目的平
均正确率。”在神话故事单元阅读分享交流课
中，广州市协和小学语文教师林惠红通过智慧
阅读平台，提前布置阅读预习和测评任务。

她从平台反馈的数据了解到，学生基本
能理解神话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但对
人物形象等深层信息，体会还不够深刻。为
了让学生深入理解人物特点，林惠红设计了
看图片猜人物、画神话英雄卡等教学环节，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深入思考。

“如今，学生们学会更加关注重点和焦
点。”林惠红发现，很多学生通过比较神话故
事人物形象等，进一步领会了课文的思想内
涵，提高了阅读质量。

如何将阅读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开
展焦点阅读、深度阅读等？广州利用智慧阅
读平台的数据采集、分析等技术，协助多科
目的教师推荐教材相关书目，设计探究任
务、分析答题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广州大
力推进中小学全科阅读，进一步拓宽学生阅
读的广度。

数学科开展“数学阅读之旅”拓展阅
读，综合实践科发布“小制作，创意年”主
题阅读活动，信息技术科开展“科技托起强
国梦”阅读活动……海珠区怡乐路小学鼓励
各科教师结合学校学科特色，通过阅读平
台，发布全学科主题阅读活动。

而在天河区长湴小学，科学教师樊翠萍
则利用校内丰富的植物资源，借助智慧阅读
平台，带领学生开展校园植物大普查。学生
边阅读平台推荐的自然类书籍，边实地考察
学校植物。“智慧阅读平台每个月都会设置阅
读主题，涵盖体育、艺术、劳动等方面。而
依托平台丰富的阅读资源，为学生将所读所
学进行交叉融合提供了支撑。”樊翠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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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由于缺乏学生阅读的过程性
数据、可视化结果，老师很难精准把握
每个学生的阅读水平，阅读评价存在盲
点、堵点。”如今，海珠区怡乐路小学
教导处副主任、语文教师黄艳红借助智
慧阅读平台采集的数据，精准“把脉”
学生的阅读能力，有针对性地给学生提
供阅读指导。

通过平台的阅读调研报告，黄艳红
发现，学生周子循的阅读鉴赏能力有待
提高。黄艳红进一步了解发现，周子循
平日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也不擅长
写人物评价等。黄艳红“对症开方”，
为周子循“私人定制”阅读题目，指导
他强化阅读鉴赏能力，并引导他练就发
现美的眼睛。周子循的阅读鉴赏与评价
能力逐渐提升。

“这是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比例
统计图，可以看出他在文学和艺术创
意类两方面，阅读量不足，所以老师
会建议他加强这方面阅读。”黄艳红一
边操作智慧阅读平台一边介绍，智慧
阅读平台从提取信息、分析、鉴赏、
运用能力四个维度，评估学生的阅读
能力，生成个性化阅读调研报告，“这
为教师给学生开展个性化指导，提供
了科学依据，有效促进了学生扬长补
短、全面发展。”

“我每天坚持阅读并完成阅读记
录，就能获得小达人积分奖励。一个月
坚持21天阅读，还能获得一枚小达人
勋章。”海珠区怡乐路小学四年级学生
刘炜斌已多次获得“阅读小达人”勋
章，他所在的班级也多次获评学校“星
级阅读班”。

“平台每月推送的班级应用报告，
直观呈现了学生的阅读行为效率、阅读
习惯、阅读时间。我们将这些数据用到
班级评比中，带动更多班级争相创建书
香班级。”吴洁辉说，从2018年起，海
珠区怡乐路小学就坚持每周开展“阅读
小达人”“星级阅读班”评比。引入平
台后，学校将平台反馈的阅读记录与晨
读午诵参与情况，作为重要的评比指
标。

依托智慧阅读平台，广州正逐步建
立全市学生个性化阅读档案，系统梳理
学校、区域整体的阅读情况。

“不知不觉间，我家已经有两千多
本藏书。我还养成了带着问题去阅读的
习惯。”刘迦澜说：“智慧阅读吹过的
风，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智慧旅程的大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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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依托“科学城”“大学城”
资源优势，与四川美术学
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
合作，构建起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新智慧美育”共
同体。按照“小机构、大服
务”原则，重庆高新区公共
服务局协调区内高校、中
小学（幼儿园）、文旅与民
政部门、镇街社区等单位，
以数字赋能形成“智慧+
美育”“智慧+部门”深度
融合的新生态，逐步探索
出破解传统美育“体系小
弱散、信息散乱杂、资源不
平衡”等弊端的新路径，为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提供了新方案。

平台支撑，打
造美育场景

重庆高新区立足区内
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
等科技资源与美育资源集
聚优势，采用“边云一体、
云网协同、数据融合”技
术，打造“一生一空间、一
师一平台、一校一特色”的
智慧校园；通过“校园边缘
云”与“重庆高新区中心
云”平台一体化建设，形成
定位清晰、共建共享的美
育平台体系；通过各学校
的数据推送技术，实现教师、学生、美育资源数据互联
互通、可管可控；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各学校与国内外相
关学校在线互动交流、资源共享，全面推动人、技术、生
态的智慧化，重构重塑美育的新内涵、新场景。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新建录播教室、创客教室、智
慧美育实践室等160余间，完成38所学校网络升级改
造；改善学校美育设施设备、添置更新美育器材、新建
或改扩建美育场地等。围绕智慧教育平台搭建，与专
业机构合作建设高新区智慧教育云平台；采购区级“名
师课堂”“专递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三个课堂的应用
平台及相关设施设备。在服务上提供软硬一体化多场
景、多应用统一维护保障服务，建立维护响应、处置和
专属维护保障队伍，提供云、管、端统一服务，最终建成
安全可靠、高速稳定、统一纳管的教育城域网，为智慧
美育提供有力的基础网络保障。

数据共享，构建美育体系
在“新智慧美育”理念支撑下，高新区公共服务局

牵头组织辖区内52所中小学、幼儿园与四川美术学
院、重庆师范大学建立直接联系，共同孵化国家级市级
美育项目、美育特色课程。构建起了以“全学段、全课
程、全场域、全过程、全媒体”为特征的“五全”数据共享
机制，以“人的智慧化、技术的智能化、生态的协同化”
为主旨的“三化”美育体系。其中，“五全”搭桥，形成了
纵向贯通、横向交融、多维立体的新系统；“三化”画像，
构建起了区域美育的新样态。

“新智慧美育”共同体建设成员学校组建成渝地区
高校艺术教育联盟，辐射高校72所，纵向涵盖大中小
幼各学段的新智慧美育系统逐步形成。同时，高新区
公共服务局积极建设“高新区智慧教育平台”、高新区

“三个课堂”教育平台、“智慧美育中小学艺术素质测评
云平台”等，推进了美育的信息化建设。设立社区美育
大讲堂，建设“艺术三合乡村”，打造虎峰山艺术家群
落，建设“熙街青年创客营”，举行走马民间故事会等，
实现美育全场域、全媒体的整合，营造出“时时皆美育、
处处皆美育、人人皆美育”的局面，不断升级美的体系、
美的生活、美的世界。

数据治理，彰显美育成效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重庆高新区新智慧美育

硬件设施升级迭代，校地协作机制不断健全，美育特色
不断彰显，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美育“从割裂到
贯通”“从孤岛到畅通”“从分散到融通”的嬗变。

目前，“新智慧美育”共同体开发了美育特色课程
200余门、评价工具36套，创建全国美育特色学校16
所……驿都实验学校的川剧、西永第一小学和大学城
第一中学的口风琴、大学城二小的书法等美育特色课
程成效显著，学校均被评为“重庆市艺术项目特色学
校”。走马小学被评为重庆市教育传承基地学校，大学
城第二小学、南开景阳小学成功创建“全国书法特色学
校”，西永第一小学被评为“全国学校美育研究基地”。
高新区公共服务局牵头组织的“新智慧美育系统构建
与融合实践共同体”项目，入选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
化司2022年度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

重庆高新区的“新智慧美育”共同体将进一步完善
区域美育协同机制，促进学校美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实
现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升。在区域构建起全覆
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大中小一体纵向贯通，学校、社
区、文旅等横向融合的“新智慧美育”体系，形成人、数
字、环境等全要素高度协同的美育新生态。

（作者系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工委书
记、公共服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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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智能技术与学校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教育大数据支撑
创新学校学生阅读形式、变革学
校教育阅读教育也踏上了探索之
路。基于大数据的创新模式，湖
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楚才小学将书
香校园建设与智慧阅读项目深度
融合，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基础
信息选择，也为信息的增值提供
了新动力，在实践中让信息技术
手段成为阅读的优化剂。

阅读数据库，教师指导
学生阅读好处方

校园内，学生凭电子借阅卡
随时去智慧图书馆自主借阅自己
喜欢的书籍。电子借阅机、信息
端书架、个人电子借阅卡，实现

了“查—借—还”个人自助系统。
学生利用课间时间自由、自主借
阅，实现快速、精准阅读，借阅书
籍简单而高效。

同时，伴随学生借阅图书，智
慧图书馆终端后台会自动生成“读
者借阅”数据，教师在手机端第一
时间即可接收到班级学生阅读数
据。通过数据，教师可以更加全面
地了解班级学生阅读全貌，并结合
新课标中义务段不同年级学生完成
的必读篇目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指
导学生，为科学、精准落实阅读教
学任务提供了可靠依据。

除此之外，智慧图书馆的数据阅
读库，通过智能数据统计，每月阅读
量排名靠前的学生名字会在智慧图
书馆的电子显示屏上，进行滚动播

放，营造你追我赶的浓厚阅读氛围。

阅读星点赞数据，激发
学生阅读妙处方

学校在深入推进阅读与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积极利用人
人通平台，实现线上阅读打卡、好
书推荐、表演阅读等阅读互动反
馈。

阅读推荐星。学生挑选一本自
己最喜欢的课外书，制作一张精美
的好书推荐卡发布在人人通活动广
场的好书推荐栏，被点赞后能获得
人人通积分，后台获得点赞数最多
的学生就能成为“阅读推荐星”。

阅读坚持星。教师通过智慧阅
读平台向学生推荐必读经典书目，
学生每天坚持完成阅读考勤打卡，

以天以月实现数据统计，评出“阅
读坚持星”。

阅读表演星。学生扮演书中的
经典角色，通过拍照或录制视频参
加人人通活动广场，就可以获得

“阅读表演星”。
阅读高度星。学生一学期读了

多少本书，在信息数据的推送中，
用数据“丈量”书籍的厚度，就能
获得“阅读高度星”。

虚拟数据积分卡，提升
阅读体验巧处方

楚才小学以智慧图书馆为阵
地，以人人通平台反馈阅读成
果，学生可以通过刷自己的借阅
卡消耗卡中的虚拟数据积分，兑
换丰富多样的实物奖品，比如文

具、绘本、学校的徽章等。由信
息技术打造的数据后台实现借
阅、积分一体化，再用数据积分
刺激学生的外部物质兑换，学生
很喜欢这种阅读模式体验，课外
阅读量得到大大提升。

用信息技术激发孩子的阅读兴
趣，通过人人通平台活动广场发布
活动并关联阅读评价指标，用积分
兑换柜刺激学生的海量阅读，三位
一体的数据阅读方式，形成校园智
慧阅读闭环，打造良性阅读生态系
统。让学生在乐享智慧阅读的同
时，理解读书的意义和价值，增强
文化自信，为共建书香中国贡献力
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汉
阳区楚才小学）

大数据生成阅读处方
王莹 秦娟

以云以云平台为依托平台为依托，，广州市打造智慧阅读新生态广州市打造智慧阅读新生态——

科技点科技点亮亮
学生学生阅阅读满天星光读满天星光

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

“以前我在课外阅读时，看漫画书比较多，
其他种类的课外书看得少。”由于缺乏较好的阅
读指引，广州市天河区长湴小学四年级学生刘迦
澜曾经对阅读兴趣不高。

自2018年，学校引入广州市中小学智慧阅
读平台（以下简称“智慧阅读平台”）以来，刘
迦澜通过书目推荐等功能，读了很多名著。智慧
阅读平台设置的打卡、积分等趣味功能，还激发
了他的阅读兴趣。他坚持写阅读记录，并将读书
心得分享给更多同学，这让他更有获得感、成就
感。如今，刘迦澜常在班级阅读排名中名列前
茅。

近年来，广州市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
着力打造智慧阅读平台，为学生搭建“读好书、
爱读书、会读书”的人、书、网应用服务体系。
平台设置多元功能，用科技让阅读更有指引。平
台还收集、分析学生的过程性阅读数据，为学生
建立个性化阅读档案，让阅读有迹可循。

“以前老师布置了阅读作业，我回家后，有
时就没读完，或者就没去读。”天河区长湴小学
六年级学生廖禹哲说，自从学校引入智慧阅读
平台后，他的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教师布置阅读作业后，廖禹哲需要在智慧
阅读平台上打卡，记录阅读足迹，撰写读书笔
记等。“老师会实时查看我们的阅读进度，掌握
整个班的阅读情况。”廖禹哲发现，班上很多同
学越来越爱阅读了。

据了解，部分中小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存
在课外阅读量偏少、阅读方法不当等问题。如
何引导更多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自2017
年12月起，广州借力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
与华南师范大学莫雷教授团队联合攻关，打造
智慧阅读平台。

平台共部署学生应用平台、教师应用平台
等7个子平台，集阅读管理、书目索引、个性推
荐、素养形成等功能于一体。基于大数据技
术，平台还生成学生阅读数据，实现学生阅读
过程的可知、可控、可导。特别是通过数据科
学分析学生兴趣，实现了个性化阅读书目的推
荐。

“阅读平台上有闯关任务，还有画一画、猜
谜题等趣味游戏，这些加深了我对阅读内容的
理解。”广州市协和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楚晞说，
智慧阅读平台分年级设计了多元的探究活动，
让她在趣味游戏中快乐阅读。记者了解到，平
台每月还推出主题阅读活动，以教材学到的文
章为基础，拓展设计了有趣的阅读小游戏，激
发学生求知欲。

为让学生的阅读参与感更强，智慧阅读平
台专门开发“班级悦读圈”功能，鼓励学生用
文字、语音或视频等方式，分享、交流每天的
阅读记录和心得。平台还收集数据，分析生成
阅读数量、积分、打卡天数三个排行榜。学生
可查看阅读排名情况，与同伴开展阅读竞赛。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广州以
翻转课堂为依托，创新阅读教学形式。教师通
过智慧阅读平台，课前布置阅读预习任务，并
根据平台采集的学生课前阅读情况，分析学生
阅读学习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精准设计教
学重难点。教师还通过组织课中小组赛、小组
展示等活动，提升学生阅读的主动性。

基层案例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教师利用
智慧阅读平台开展课堂教学。

学校供图

◀学生阅读教材，并完成智慧阅读平
台上的学习任务。

广州市教育局供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上海
设立STEM教育一类机构

●教育数字化点亮西部课堂
●数字化赋能心理健康教育，助

力恩施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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