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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堂以 《从五
组关键词，读懂习近平湖
南之行》 为题的思想政治
教育课在湖南省嘉禾县车
头中学精彩开讲，主讲人
是嘉禾县第五中学高级教
师、市级名教师邵艳兰。

今年以来，嘉禾县教
育局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出现的短板与不足，
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调整思路，拓宽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新渠道，印发
了 《嘉禾县教育系统组建
教师分队宣讲“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下基层”
工作实施方案》，组建了

“点将台”。
同时，当地优秀思政

课教师，省市级名校长、
名班主任、名教师，现任

“两代表一委员”的杰出
人才组成了一支宣讲“轻
骑队”。

这支“轻骑队”从今
年 5 月份开始，分别在嘉
禾县各个学校开展“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下基
层”进校园宣讲活动。有
的到学校宣讲，有的到班
级宣讲。被“点将”的宣
讲员，根据学校实际、宣
讲对象，设置好宣讲提纲
与模式，让大家听得进、
受教育、有共鸣。

6 月初，被嘉禾珠泉
二完小“点将”的是该县
珠泉完小校长、高级教
师、郴州市名教师的呼志军。

“接到宣讲主题的时候，我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结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和
见闻，确定了宣讲主题。主题很大，理论性也很强，我
就思考，如何才能让师生听了有触动，激发他们行
动。”呼志军介绍说，台上一次宣讲60分钟，台下可能
需要花上一个月时间准备。

记者了解到，每次接到宣讲任务后，呼志军白天忙
学校事务，晚上就到学校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每场宣
讲，接地气的故事案例，总能激发师生思想共鸣，赢得
大家的阵阵掌声。

“像这样的思政课，很鲜活，我们希望多来开展，
让人深受启发，听得入心入脑，提神。”嘉禾珠泉二完
小老师刘焕月听了呼志军的宣讲课后感慨道。

“每一次宣讲任务过程中，都在不断打磨、不断完
善、不断超越。”呼志军说。

截至目前，该县已开展此类主题宣讲21场次。
“我们组建‘点将台’，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政课的针

对性和长效性，增强广大师生使命感和家国情怀。我们
将持续开展这项工作，使之入脑入心，做成一大思政课
品牌，培养好红色接班人。”嘉禾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雷牛俊表示。

一堂堂鲜活有味、别具一格的思想品德教育宣讲课
掀起了嘉禾县师生学政策、学路线、学历史、学传统文
化的热潮。据悉，该县下一步将继续丰富宣讲课内容和
形式，完成40余场的年度目标，覆盖全县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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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尧晴 吴兆斌
本报记者 刘盾

“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觉得学习更加
轻松了，感叹科技为我们带来的便利。”深圳
市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学生邓
堞心分享了自己使用“AI 辅助作业”后的感
受。每次完成作业后，平台都会自动收录错
题，给出个人得分率、班级平均得分率、个人
作答耗时等数据，帮助学生直观迅速地了解
自己的学习情况。

近年来，针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
问题，龙华区积极探索 AI 赋能教育新模式，
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辅助学生作业，从
学生、教师、家长三方面助力“减负提质”的
有效实现。龙华区在 2023 年逐步开展相关
工作，选取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
学、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二附属学校、
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共三所学
校，在四到八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
科进行试点，试点范围涵盖小学、中学和九
年一贯制三种学校类型。

不改变“旧”纸笔，全力打造“新”课堂。

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仕则分享
道：“‘AI 辅助作业’不改变学生的书写习惯
及老师的批改习惯，利用智能纸笔互动技术，
全程无感地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学生桌面
放置智能笔盒，笔盒内放有电话卡，起到传输
数据的作用。学生通过智能点阵笔在点阵纸
上进行书写，由于笔的尖端附带高速摄像头，
能捕捉学生的书写轨迹，及时将相关数据传
输到系统上，帮助师生进行可视化分析。

课业减负有何法宝？“AI辅助作业”通过
“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形式，提升作业测评和
学情分析的质效，助力家校联动协同育人。

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主要在
课内和课外两个场景中使用“AI 辅助作业”
系统。在课内，教师运用AI系统进行课堂小
测，获得及时反馈。在课外，学校和教师用大
数据把控学生的作业量，做到减负提质。

如何通过作业合理评价学生？“AI 辅助
作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及时反映学
生的用时、完成度、得分率、知识点掌握情况
等信息。作业时长的监测帮助解决课业负
担过重问题；学生间、班级间正确率的对比
分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进良

性竞争；大数据还能根据错题分析学生的情
况，推送个性化资源，提高学习效率与针对
性。“通过分析学生的作业数据，‘AI 辅助作
业’可以成为家校双方评价学生的重要过程
性手段。”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教学处项目负责人于文字说。

“AI 辅助作业”的使用，方便教师了解
学情，同时将减负落到实处。“这样非常省
时，有效率。”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
学语文教师黎婷认为，“AI 辅助作业”系统
能自动批改客观题，减轻了教师批改作业的
负担，让教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辅
导学生中。她进一步分享道，这套系统还能
永久记录学生学习过程的所有资料，实现

“过程性留痕”，“这种互动性与及时性，是传
统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

“用了AI后，孩子会觉得老师能马上看见
反馈，无形中增加了督促感，做作业的自觉性
更高了，成绩也比以前有进步。”龙华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附属小学学生徐子墨的家长认为，对
于双职工家庭，这便于随时随地查看孩子的学
习情况，更清晰地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

如何借助 AI 促进学生学习素养的提

升？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给出
了答案。

了解到龙华区在推行“AI 辅助作业”试
点项目，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主
动要求参加试点。目前该校初一年级 103
名学生全部参与试点实验，语文、数学、英语
三门科目都使用了AI来辅助学习。

在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校
长叶志青看来，AI 系统能监测学生写作业
的时长，引导学生合理安排时间，提升综合
素养。根据大数据，学生也能有针对性地调
整自己的学习重点。

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民治校区学生
林志佳在使用了“AI 辅助作业”的学习模式
后，产生了对科技的兴趣。她常常好奇智能
纸笔系统的操作原理，例如智能点阵笔是怎
样通过不同点的位置关系来传输数据。叶
志青认为，“AI 辅助作业”的应用，能让学生
们逐渐适应AI时代，学会用AI来学习。

“要真正把 AI 技术融入到教育教学中，
为教育教学服务。”黄仕则表示，根据试点成
果来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常态化
普及和应用，是目前不可避免的趋势。

深圳龙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助力学生课业减负提质——

作业有智慧 教学增实效

本报记者 倪秀

“当数据不再只是
结果，而是为了孩子更
长远的发展，我们所培
养 的 就 是 终 身 学 习
者。”日前，在四川省成
都市金牛区 2023 年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解读培训会上，成都市
奥林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张瑶分享了自己
对于数字评价带来学
校教育教学变化的感
受，在她看来，通过“可
视化”的数字赋能，能
让学生的成长“被看
见”。

成都市金牛区自
2021 年实施教育评价
改革攻坚计划以来，始
终坚持以“六全路径”
深化学生评价，以“关
键行为”创新教师评
价，以“分层分类”改革
学校评价，以评价改革
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让每一名学生的成长、
每一位教师的变化和
每一位学校的发展“被
看见”，并得到呵护和
赋能。

成都市金牛区以可视化的数字赋能，助推教育评价改革攻坚——

“数智力”激活教育“成长力”

红色元素
融入体育

特别关注 “2022 年的质量监测报告，让我们发现学校
有 30%至 40%的潜能生。”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
华侨城分校校长刘晓英说，对此，学校决定调整
教学常规管理策略，加强精细化管理。

针对潜能生比例较高的问题，学校推出了个
性化辅导计划。通过对每名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
细致分析，教师能够识别出学生的薄弱环节，并
据此提供定制化的辅导内容。通过加强家校合
作，学校与家长共同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展，并根
据反馈调整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潜能的最大化发

展。
2023年，该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绩能系数从

1.06 提 升 至 1.10， 学 业 发 展 评 价 结 果 实 现 了
6.28%的增幅。此外，各学习潜能水平等级中，
潜能生的比例显著下降，潜能生比例均稳定在
10%左右。

“绩能系数不是学期末一个冰冷的等级和分
数，它让教育有了温度。”张瑶以言语推理、数
字推理等学习潜能数据评价举例。当学校把相关
数据提供给教师后，教师对照数据，发现绩能系

数承认个体差异，让同一水平学生的成长可见。
评价潜能的方式，可以让教师和学生都明确成长
的目标和方向，学会自我发展、自我驱动。

在对学生评价方面，金牛区实施全德育、全
课程、全运动、全尚美、全劳动、全阅读“六
全”育人计划，通过常态化对学生品德发展、学
业负担、学习潜能等 10 余个方面进行监测，着
力从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
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 5 个方面，创新“劳动护
照”等评价模式，探索构建学生学习成长情况全
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机
制。2023年，金牛区被评为教育部“信息技术支
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

“六全”育人，构建学生全过程评价机制

早在 2014 年，金牛区就正式启动了教师队
伍梯队建设，按“金字塔式”结构初步确立教师
评价的分层指导框架。

梯队建设，必然需要个性化、专业化地培养
教师。在创新教师评价方面，金牛区以“关键行
为”进行教师评价，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制定

“塔基、塔腰、塔颈、塔顶”4个层级教师发展专
业标准，研制中小学教师行为测评等 6 套量表，
制定教师行为测评工具，聚焦教师教学行为、教

师心理 2 个维度，从教师专业行为、性格测评、
效能测评3个方面，细化教师行为测评指标体系。

在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华侨城分校，学校通
过分析教师评价，实施了一系列主题分享活动。
比如邀请那些在“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延时管
理培优策略”和“高效辅导提升”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的教师，向同事们传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
成功经验，有效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2019年，金牛区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全面开

启“成都市金牛区教师专业发展分层培训整体提
升项目”，以“关键行为”评价教师，推动教育评价
改革，促进区域教师高质量发展。如今，涵盖 126
项指标的中小学教师行为测评体系和涵盖 139 项
指标的幼儿园教师行为测评体系已经投入使用。

2022 年 4 月，《2021 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
发布，金牛区《以“关键行为”评价教师》案例入
选。2023年，金牛区获评四川省首批“5G+教师综
合评价”实验区等荣誉。在实践中，金牛区通过聚
焦“人工智能+教师管理”，助推师德监管智能高
效，一体化推进评优评审。同时，聚焦“人工智能+
教师成长”，释放教师发展原动力。

层级评价，让教师实现个性化专业成长

如何科学地评价每一所学校，建立起一个公
平客观的评价体系？“分层分类”是金牛区坚持的
首要原则，创新建立起了“看起点、比进步、讲贡
献”的学校评价机制。比如，在对一所学校进行评
价时，会综合考虑办学类型、发展基础、师生规模
等因素，分学段细化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设立最
佳进步奖，鼓励纵向发展进步。通过开发金牛区
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平台，建立评价结果“区、校”分
级反馈机制。以 2023 年为例，就形成了 3 份区级
学段总报告、194 份校级评价分报告，“一校一报

告”反馈并指导学校分析改进。
每年拿到学校的质量监测报告后，成都市金

牛实验中学校长熊欣都会带着学校班子成员进行
认真研读。

“数据化、个性化的报告，有助于我们不断
推进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熊欣介绍，大家围绕

“什么是高品质学校”深度讨论，然后在全校教
职工大会上解读此方案，并让全校教职员工对学
校办学思想——“立人教育”进行再思考。

改革学校评价，需要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

饭”思维，实现差异化激励。评价优秀比例由改
革前的80%下降至改革后的30%。通过增加良好
等次，差异化评价办学实绩和贡献，将评价结果
作为学校创先评优、绩效分配、队伍建设的重要
依据，对优秀、良好等次和最佳进步单位进行差
异化奖励，构建基于贡献的正向激励机制，切实
以评价“杠杆”激励和撬动教育质量提升。

在金牛区，一条“破五唯”的实践路径正在慢慢
形成。2023年全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心理
适应良好比例分别比改革前上升9.59、2.14个百分
点，学生近视率相比改革前下降5.83个百分点，逐步
推动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的顽瘴痼疾，“五育”融合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纵向评价，学校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

■■看基层看基层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赵柏暄） 近日，内蒙古通辽
市通过优化入学流程、完善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以及
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等举措，以数据共享推动入学审核
提速增效，实现了全市新生入园入学使用一个网址、一
个端口办理，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在精简报名入学手续方面，通辽市教育局优化各地
招生政策，梳理出五类入学群体，分类明确所需证明材
料，并遵循“非必要不提供”原则，精简了如居住证
明、外来务工人员入学申请表、水电费票据等诸多手
续。同时，搭建了集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统一招生录取平
台，实现义务教育招生从政策宣传到录取的“一网通
办”，让群众办事“零跑腿”。

通辽市教育局积极与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合作，
实现人口信息、不动产权信息、无房证明等数据的共享
和自动比对审核，在原有数据互通互享基础上，今年按
照内蒙古教育厅统一部署，进一步整合联通公安、民
政、人社、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大数据等部门
有关数据，加速入园入学一件事办理，切实提高招生工
作质量和水平。

内蒙古通辽

积极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

■基层速递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

换于红军小学举办夏季“红色运
动会”，将沂蒙人民拥军支前的
故事融入体育竞赛中，设计“抬
担架救伤员”“独轮车送军粮”
等项目，让孩子们在强健体魄的
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爱
国热情。

通讯员 王彦冰 李遵强 摄

■基层发现

■
基
层
探
索

暑假临近，江苏省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学生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习防溺水常识、
演练安全急救技能，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通讯员 周社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