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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教育转型与变革的发展趋势，探究新基建环境下学生核心素养教学与评价的路径，北

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携手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将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主办第七届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论坛暨高质量教育发展与评价研讨会，旨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和数据时代

背景下，教育评价如何借力并融合于新技术发展变革，实现结构化、综合化、发展性、多元化的整

体转型，进而深层次地促进学生素养与能力的落地，助推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次论坛将采用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国教育系统各界人士，盘点全国在

线教育发展的最新态势，研讨互联网 + 大数据背景下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创新实践，以及“迎评促

建”方针下如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推动综合素质发展，科学、有效、精准地实现学校教育的内涵

式发展，共谋未来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一、论坛主题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高质量教育发展与评价

二、论坛时间及地点
论坛时间 ：2021 年 7 月 24 日（周六）

论坛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具体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143 号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

承办单位 ：

“移动学习”教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陕西省教育学会教

育质量综合评价中心、陕西省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四、论坛活动
1. 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学科教育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关于教育评价的主题报告 ；

2. 学校教育与在线教育融合式评价相关的实践成果和典型范例展示 ；

3. 聚焦核心素养教育开展“四个评价”实践的工作坊和沙龙 ；

4. 智能教育产品与教、学、研、评融合应用观摩和业务交流。

会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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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支持建设的首批高精尖中心之一，服务于

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是以教育科技创新为核心方向的高水平国

际化创新平台，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桥头堡。

中心的核心使命是推进互联网时代教育公共服务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基于大数据，用互联

网 + 的思路助力教育深化综合改革，构建智能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支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中国教育梦实现。

中心汇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教育、教育心理、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知名教授和一流

智力资源，并与全球范围内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专家通力合作，积极推动基础教育从班级授课的

标准化教育向线上线下融合的个性化、精准化、多样化教育体系转型，从实现配置公平、机会公平

向实现获得公平转型，从政府单一教育供给向开放办学、多渠道多元教育供给转型，全面探索移动

互联时代的创新教育业务形态和治理方案，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教育与未来学校的发展方向。

中心的具体任务是 ：建设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师生可实际获得的教育服

务超市，打造世界顶级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 ；建设教育公共服务设计与孵化的合作网络，培

育汇聚教育系统内外的服务，建成广义教育供给的“统一战线”；建立教育领域本体知识库，研究基

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教师体系结构与关键技术，探索未来人工智能教师在教育体系中角色与应用 ；

研究互联网 + 教育体系的变革，打造一批互联网时代未来学校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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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教育概况
新城区是西安市中心城区，素有“古城门户”之称，文化底蕴深厚，学风厚积。新城区委、区

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始终坚持把“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教育强区”作为头号民

生工程，高质量推进西安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持续提升教育质量，率先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着力为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33 所。其中中学 24 所、小学 35 所、幼儿园 69 所、职业学校 4 所、

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92674 人，教职工 8042 人，其中专任教师 5954 人。

全区现有省级示范高中 3 所，省级标准化高中 9 所，省级示范小学 10 所，省级示范幼儿园 15

所，国家级重点、省级示范职校 1 所，省、市实施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24 所，优质教育资源占比达

68.4%，教育综合实力居西安市前列。

新城区先后荣获“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先进区”“全国社

区教育实验区”“陕西省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普及学前教育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区”“陕

西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先进区”“陕西省普及中小学实验教学区”“陕西省第一批中小学校责任

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等荣誉称号。2020 年 9 月，新城区被西安市委、市政府授予“西安市教育强

市建设先进单位”。12 月，高质量承办了陕西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会。2021 年 3 月，

承办西安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暨“名校 +”工程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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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主论坛：“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暨高质量教育发展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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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基于大数据区域 / 学校管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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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评价



9 第七届“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论坛

分论坛三：基于大数据的教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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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教育学会会长，主持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策略研究”，在可持续发

展教育理念融入基础教育课程与教育的实施体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先后

著有《可持续发展教育和首都教育改革与发展》、《首都推进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实施策略》、《与时俱进：推进首都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可持

续发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等论著。

罗洁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萌

国家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移动学习”教

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荣誉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移动教育与泛在学

习、区域性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

余胜泉

专家及嘉宾

主论坛专家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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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教司在线开放

课程项目专家组成员。近五年致力于组织建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慕课，所

在团队已开设 4 门慕课，皆获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线上一流课程称号。

研究兴趣：e-learning 环境与教法，智能教学系统，教师专业发展网络社

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汪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京师数学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主要

从事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兼任中国数学会数学教育分会常务副理事

长，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专家，The Research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 执行主编。在《教育研究》《中

国教育学刊》《课程·教材·教法》《数学教育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 200 余篇。

曹一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人文社科

中青年英才计划”首批入选者，西安市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人大代表，

西安市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九三

学社教育与文化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

部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分中心主任，陕

西师范大学数字化教育研究所所长。

张文兰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人工智能实验室

主任。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曾在新加坡科研局

资讯通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在

人工智能及其教育应用等领域已发表 60 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例如 IEEE 

TKDE, IEEE TMC, ICDM, ICDE, IJCAI, AIED, CIKM, AAAI, EDBT 等）。 担

任本领域多个一流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例如 AAAI，AIED，

CIKM 等）。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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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未来学校研究领域首席专

家，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未来学校规划与建设，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与评估，

教育信息化政策，及农村教师发展研究等。参与北京，成都，深圳，石家

庄等多所学校教育信息化指导工作，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5 项。

李葆萍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有过

全国百所学校的课题指导经验，曾负责并参与多个试验区基础教育跨越

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并多次组织校长培训、教师培训等工作，积

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了解基础教育各学科核心素养，当前主要负责学

科诊断工具研发项目、统筹课程资源建设、“互联网 +”助力区域教育全

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大数据助力区域 / 学校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实施落地。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陕西省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长

期从事科研成果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科研计划项目立项、重点实验室、

产学研合作、基础教育科研教研工作。

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 , 广东省高职教育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 , 全国高校大数据教育联盟理事会理事 ,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第 11 届 IT

女工委委员 , 广东省人才研究会大数据产教联盟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全国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 全国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

产教融合指导委员会委员。

李晓庆

杨晓研（嘉宾）

张逸琴（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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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深度参与大数据

助力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已在 SSCI/CSSCI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 1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与心理、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学习

科学及教育神经科学等。

罗九同

广东省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北师大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

目实施负责人，中学物理高级教师。全国优秀物理教研员。参加工作 30

多年，从事高中物理教学、教研、仪器装备、教育信息化建设等工作。承

担主持广东省级“粤教版高中物理教材中“讨论与交流”的实施策略研究

省级重点课题。参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粤教版高中物理教材》

（选修 3-3）修订工作。

吕伟枝

江西九江学院教授 , 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江西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

会副理事长，江西省高校教育技术学教指委委员，民盟江西省教育委员

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委员，广州 FRO 人工智能研究院

副院长。九江市数字经济产业链专家委员会主任，九江市教育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组组长，九江学院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九江市教育信息化学会理事长。

江西省九江市第十一中学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江西省督学，江西

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曾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多篇。

梅龙宝（嘉宾）

曹庚生（嘉宾）

分论坛一专家（按发言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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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陆丰市玉燕中学副校长（教学业务），初中数学高级教师，南粤

优秀教师，广东省骨干教师，汕尾市初中数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信

息技术与初中数学教学融合；论文、课件等多次获市、省、国家级奖项，

主持或参与过省、市课题 3 个，有《借助几何直观解决尺规作图》等 4

篇论文在《中国数学教育》等国家刊物发表。

蔡清怀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党总支书记、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教育集团总校校

长，中学正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担任高中英语教学、班

主任、校长工作，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主持国家级、省市重点科研课题、

规划课题 10 余项，有 20 余篇论文在核心期刊和杂志发表，出版专著 4 部。

兼任西安市新城区教育督学、西安市教育督学、陕西省教育督学、国家特

约教育督导员、西安市新城区第十七届、第十八届人大代表、西安市新城

区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

师干部教育学院授课专家等职。

吕高愿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曾参与多项教育大数据分析与挖掘项目，并在该领域

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目前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及其教育应用研究。

骈扬

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曾担任北京市房

山区长沟中学教学处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教学副校长，北京

市房山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房山中学校长，在基层学校任职期间主持过多

项教学和德育研究项目，成效显著。曾荣获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

等奖，房山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房山区中高考优秀管理者等荣誉。

王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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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校长，党支部书记 , 高级教师。教育部第七

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学员、全国优秀小学校长、中国教育学

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教育部 -- 中国移动中小学

校长培训项目”实践导师、陕西省教育学会名师发展研究中心暨西安当

代名师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

新城区人民政府责任督学。

张蓉

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学生发展评价处主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北

京市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访问学者、北京市学生评价先进

个人。担任过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德育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区域

德育研究，主持了市区学生评价、区域课程建设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著有《语文教育教学新视野》一书，学生评价论文多次荣获市级奖励。主

持的“学段间联合开发贾岛系列课程实践研究”，荣获北京市第四届教育

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化研究”荣获北

京市第五届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魏淑珍

分论坛二专家（按发言顺序）

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属中学教学处主任，高级教师，区骨干教师。在化学

概念教学方向有深入研究，曾支持北京市级课题应用化学实验进行高中化

学概念教学，相关课例被收入北京市化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目前致力于

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对应用信息技术助力课堂教学有一定研究，主

持北京市级课题基于微课的高中化学“翻转课堂”研究与实践。

刘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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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骨干教师。多次参加并

荣获国家、北京市和海淀区教育教学及论文评比各类奖项，多次参加教育

部和北京市重点课题并主持市、区级课题。

任井伦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教研员，英语教研室主任，全国中小学外语优秀

教师园丁奖获得者。北京市丰台区外语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北京市名师工程培养对象，曾多次被聘任为国培课程及项目的专家。多年

来致力于教学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市级科研课题，荣获国家级、市级课

题优秀成果奖七项，近二十余篇论文发表或出版。

付绘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有过全

国百所学校的课题指导经验，曾负责并参与多个试验区基础教育跨越式发

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并多次组织校长培训、教师培训等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项目经验。了解基础教育各学科核心素养，当前主要负责学科诊断工

具研发项目、统筹课程资源建设、“互联网 +”助力区域教育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项目、大数据助力区域 / 学校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实施落地。

李晓庆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曾参与多项医疗、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应用研发工作，

并在该领域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目前主要从事教育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和智

能应用研究。

陈思睿

分论坛三专家（按发言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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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名优秀校长”之一，全国巾帼文明标兵，西安市新城区人大常委，

陕西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陕西省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委员会理事、

陕西省教科文组织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现任西安市责任督学，

新城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新城区后宰门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白彩玲

北京市通州区第四中学数学教研组长，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通州区“运

河计划”教育领军人才。在国家级课题“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决策模型建

构和实践研究”中承担案例研究，获得优秀成果奖。主持北京市十三五课

题“基于数学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学生几何推理能力的诊断与培养”并获得

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初中学生数学运

算错因分析研究”。

王志芳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数据支持的精准教研、大数据背景下的教

师专业发展、数据支持的在线学习评价，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

科研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研共同体形成机制研究》，发表多篇

CSSCI 论文。

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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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公号第七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微信群

联系人：郭老师、李老师、高老师                        邮  箱： aicfegnhz@bnu.edu.cn

1. 会议官方网址：https://aic-fe.bnu.edu.cn/hyzx/xahy/index.html

2. 欢迎加入第七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微信群，扫描下方二维码入群交流。

3. 会议直播间 : 关注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公号，后台回复【论坛 0724】可获取直播链接。

听课本智慧学伴（教师端）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官方交流通道

扫码了解更多中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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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介绍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位于北大街后宰门 143 号，始建于 1912 年，前身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学校”，学校为“陕西省示范高中”。

学校现有教学班 47 个，教职工 268 人，其中高级教师 85 人，一级教师 107 人，具有研究生学

历和硕士学位的 69 人。现有省市级以上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带头人教师 45 人（次）、正高级教

师 3 人 , 特级教师 4 人、省市级名师工作室（坊）6 个。

学校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创立了“近、小、实、亲”的德育教育模式。学校为“全

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验学校”和 “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校”。组建有朗诵团、合唱团、腰鼓队、

舞蹈队、民乐团、书法社、国画社、陶艺社、剪纸社等学生社团 48 个。学校坚持质量是生命，创新

高效课堂，形成了“问题驱动，高效互动”的“双动”教学模式，获西安市“校本研修”样本学校

称号。学校积极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交流，成立国际部，先后与德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多

所学校结为姊妹学校，与德国建立德语 DSD 合作项目，开办德语课程班，目前七届毕业学生均以优

异成绩通过 DSD 项目考试，有 90 余名学生在德国留学深造。

秉承 “博爱，责任，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与“高质量、创特色、育英才”的教育目标，学校坚持“办

人民满意的学校”，先后向高等学府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荣获“全国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陕

西省文明单位标兵”“陕西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陕西省师德先进集体”“陕西省

实验示范学校”“陕西省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陕西省教科研明星学校”“陕西省艺术教育示范单位”“西

安市特色高中”等近百余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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