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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大数据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随着 6 月份数学学科指标体系培训活动的进行，老师们初步熟悉了指标体系的顶层设计思路与应用方法。本

月，罗莹教授主讲的物理学科指标体系培训及王磊教授主讲的化学学科指标体系培训在月初顺利进行。培训中，

专家与教师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为项目的长期合作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加深山大附中教师对学科指标体系的认知，

提高其应用能力，期末考试结束后，物理和数学学科的老师们对期末考试试卷进行了编码，编码过程中老师们合

作参与、认真研究，积极提交。本月，教师利用智慧学伴平台给学生布置了暑期作业，主要集中在七年级数学中，

从登录人数和频率上来看，老师引导到位，学生使用积极性较好。在平台技术方面，由于山大附中集团式办学的

背景，在管理上会有两校区共同管理的需求，高精尖中心高度重视，为需要的老师开放更高权限的账号，以便更

好地使用平台，努力做到平台为教学而服务。

七月份在山大附中开展的活动细节如下：

为了有效推进项目发展，带动平台与一线教学需求的融合，同步教学指标理论认知，为校本资源库的建

立夯实基础，济南山大实验学校与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经商议决定于 7 月 5 日下午 14:00 开展

物理学科线上指标体系解读培训活动。物理学科指标培训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北

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数学学科首席罗莹教授及谢晓雨博士围绕指标体系的解读做指导。山大附中永

锋校区教科室主任张伦超老师、山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李娟老师、山大附中全体初中物理老师及北京师范大

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李珍琦、任居娥、吕琳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由高精尖中心吕琳主持，主要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罗教授讲解的物理学科能力构成和参数体系。首先，罗教授从物理核心素养的现代沿革出发，

清晰、深入的对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阐述，明确二者虽刻画同一关系，但展现不

同方面的实质。由理论到落地层面，讲述了表现期望与学习表现再到外显的知识图谱，剖析了 3*3 学科能

力指标的内涵。过程中既有专业理论的引导，也有结合题目和教材的举例分析，相信也引起了老师们的许多

思考。最终，罗老师很贴心地从智慧学伴的应用层面介绍了整个平台与体系的结合。

第二环节是试题编码体系介绍与案例分享，由谢晓雨博士进行讲解。谢博士梳理物理学科能力要素及试

题编码框架，利用例题带领老师们演练编码思路，最后对利用平台进行编码的方法与能实现的功能进行了简

要的概述。

第三环节是交流讨论环节，山大附中的老师们就知识图谱和指标体系的更新与增添、核心素养中必备品

格的体现与诊断题的上传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提问，

罗老师一一给出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相信老师们能够更好地进行试

题的命制与修改，对学生的学情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与诊断，通过编码了解考试的方向、评价试题，最

终形成校本资源库，更有针对性的利用大数据实现

精准教学。

济南山大实验学校线上物理学科指标培训顺利开展

老师们交流讨论并向罗莹教授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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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推进项目发展，带动平台与一线教学需求的融合，同步教学指标理论认知，为校本资源库的建立

夯实基础，济南山大实验学校与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经商议决定于 7 月 8 日上午 9:00 开展化学学

科线上指标体系解读培训活动。

培训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实验室主任、

化学学科首席王磊教授及张晔博士围绕指标体系的解读做指导。山大附中化学组长范亚男老师携全体初中化学

老师参与学习。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褚洪旭、吕琳也参加了培训。

培训由高精尖中心吕琳主持，主要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王磊老师主讲的学科能力构成及其表现的理论模型。王磊老师以研究历程与研究成果为铺垫，

带领老师们初步了解；再从学科能力、学科能力活动和学科能力表现呈现顶层设计逻辑，深入清晰地阐释了学

科能力系统构成及其表现的理论模型，进而更外显化地介绍了化学学科能力要素的界定问题；最后从应用层面

介绍了知识向能力、素养转化的教学及评价路径。环环紧扣、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第二环节是试题编码体系介绍与微课微资源利用分享，由张晔博士进行分享和讲解。张晔博士分享了海淀

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支瑶老师录制的微课与微资源课程，又梳理了化学学科试题编码框架，利用编码列表带

领老师们演练编码思路，最后对利用平台进行编码的方法与能实现的功能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第三环节是交流讨论环节，山大附中的老师们围绕济南中考题提出了关于教学指标归类原则及知识图谱查

找应用的相关问题，王磊老师一一给出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老师们表示受益匪浅，无论从化学学科能力的理解层面还是编码试卷的实施层面都有了质

的改变和巨大收获。相信本次培训能够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带给老师们更多的思考，将学科能力与学习行为融

合在一起，利用智慧学伴平台实现精准教学，真正做到把知识变成能力和素养。

济南山大实验学校线上化学学科指标培训顺利开展

罗莹教授及谢晓雨博士围绕指标体系做解读

王磊老师主讲的化学学科指标培训顺利开展 深入清晰地阐释了学科能力系统构成及其表现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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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附中 2021 年 7 月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情况公示

教师上线情况

学生上线情况

教师上线人数

登录用户

登录用户

布置套数

登录次数

登录次数

发布人数

新增用户

新增用户

作答人数

平均使用时长 (s)

平均使用时长 (s)

作答次数

平均使用频次

平均使用频次

批阅次数

累计使用时长 (s)

累计使用时长 (s)

批阅率

上线率

29.26%32

32

800

0

1006

40908

0

13

796

97

413.72

251.87

2839

1.01

1.65

1377

410411

6246357

48.50%

上线率 学生上线人数

80012.26%

1. 师生总体登陆情况

2. 学校教师和学生上线人数、上线率、人均上线次数

3. 学校 10 名教师发布日测 58 次，704 名学生作答日测 2152 次。

4. 微测使用数据

5. 学校教师 14 人观看资源 30 次，学生 100 人共观看资源 54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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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物理学科与化学学科的线上培训顺利进行，也意味着一轮线上培训结束了。培训中老师们积极握学

习机会，深度思考指标体系内涵与产生机制，为教师的编码工作与校本资源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训过后老

师们利用期末考试的机会尝试进行了试卷编码，以教研组为单位，分年级进行。由于是第一次编码，也出现了

一些共性的问题。首先是格式问题，编码工作要求试卷编辑与编码格式符合系统自动识别的格式要求，其次是

试卷与编码表的逻辑对应问题，另外习惯性的依据经验而非题目性质编码的问题也少数存在。经过研讨与修改，

问题已基本修正。随后将进行上传试卷和生成报告等工作，主要由高精尖中心完成。平台上报告的精细度取决

于编码的细分度，本次批阅试卷打包给分会影响报告的精准性，因此后面的工作中要重视小题分的提取和报告

的利用。

本月开始，教师及学生们逐步开始将智慧学伴作为日常学习的工具来使用，利用暑期进行了大量的日测与

微测。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学生登录人数受到教师引导影响，登录主要集中在 7 年级，而学生一旦开始登陆和

使用就表现出了较高的自主性，不仅数学学科的微测使用次数表现较好，历史、语文、英语等科目的学习次数

也比较高。相比较八年级的学生在没有老师带动和引导的情况下，只有个别学生对智慧学伴平台进行了浅层的

探索，并未表现出积极的学习状态。因此，教师的带动对于学生的平台学习较为重要，其他年级、其他学科的

教师可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更多引导学生对平台的使用。

日测使用方面，数学学科 10 名教师创建 4 次日测，发布 58 次，学生作答总计 2152 次，并且批阅效率较好，

其余学科并无日测使用记录；微测使用方面，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微测使用记录，作答行为和批阅行为都表现较好；

资源观看方面，多数学科都有微课观看记录，且数量表现较好，100 位学生完整观看资源数量达到 5425 次。

下一步，结合期末考试总测报告和学生在微测中的学科表现，教师们能够在报告中提取学生的优势与不足，

针对报告的解读及时学习，高精尖中心也会全力配合教师对于平台培训及数据解读的相关需求。同时，高精尖

中心也持续关注平台使用体验，在功能性和体验感上不断提升，共同为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做出努力。

济南山大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21 年 07 月 31 日

总结经验，深度反思



官方微信

中心网址：http://aic-fe.bnu.edu.cn

智慧学伴平台网址：http://slp.bnu.edu.cn/ 

电话 :  010-5880 6750

邮箱：gaojingjian@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园 G 区 3 号楼 4-5 层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