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大数据
助力教育质量提升”项目

互

联

网

+
 

 
 

深

综

改

 
 

 

大

数

据

2021 年 8-9 月  工作简报



2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大数据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新学期伊始，在新的挑战与目标的指引下，项目进入到了装备与修整阶段。暑假期间，通过收集期末考试数

据产出了第一次总测报告，是基于大数据助力知识与能力教学的第一步。学校师生在暑期对智慧学伴进行了较为

细致深入的试用，山大附中与北师大高精尖携手对前期智慧学伴的使用展开了深入总结与问题交流，并召开了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会暨专题指导交流会，为智慧学伴在教学教研中的

使用做好铺垫。由于处于平台功能集中改进期间，9 月份平台使用数据较 8 月份相比有回落，但仍能看出学生对

智慧学伴平台使用保有一定积极性，尤其是自主领取微测和观看资源方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个别问题，如利用

平台问答中心聊天等行为。智慧学伴将在保持学习伙伴理念的基础上，给学生交流知识的空间，并将严加审核问

答内容，给学生一个开放、友好、互助、健康的学习交流空间。

下面将具体阐述以下几方面工作进展：

☞  山大附中“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会暨专题指导交流会召开

☞  山大附中关于智慧学伴平台的需求汇总与实现预期

☞  山大附中 2021 年 8 月教师和学生智慧学伴使用情况公示

☞  山大附中 2021 年 9 月教师和学生智慧学伴使用情况公示

为深入推进济南山大实验学校“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落地，助力济南山大实验学校探索适

合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基于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建设校本资源、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开展基于大

数据的教育教学实践，2021 年 9 月 18 日，由济南山大实验学校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主

办的“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会暨专题指导交流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召开。

山大附中“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
会暨专题指导交流会召开

启动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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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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做专题讲座；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

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黄燕宁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瑞霖副教授进行学科专场指导；高精尖中

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副主任李珍琦、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项目负责人以及山大附中校长、各科室主任、山东山大基

础教育集团主要部门负责人、各学科教师出席会议。

上午，高精尖中心余胜泉教授与山大附中方面基于前期对智慧学伴使用情况进行了交流研讨，并提出了行

之有效的提升方案。山大附中课程中心副主任李娟对智慧学伴的优势进行了充分地肯定，随后双方从能力指标

体系、平台资源、校本资源库建设、师生使用反馈以及使用平台的整体感受五方面进行了研讨。

随后，项目启动会正式开始，北师大高精尖中心李珍琦主持会议。

第一环节，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执行校长董会丽致辞。她从明确项目目标、清晰工作路径、加强校本资源建

设和平台完善等方面提出了项目工作要求。

第二环节，北师大项目组首席专家、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开展了“智慧教育转型与变革”的线上主题讲座。

期间，余胜泉以学校发展需求为依据，从智能化教育环境、人机协同的教育智能形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生成创新教育新生态、培养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五方面阐述了智慧教育。针对如何推进智慧教育，他提出可以

从建立数据无缝流转的生态体系、以教学改进为核心推进智慧教育、推进智能时代教育生产关系变革三方面进

行推进。

余胜泉表示，在学校项目的进行中，要基于核心素养进行学科能力诊断评价及教学改进，将采用“培训、教研、

下校指导”+“权威学科专家群”+“智慧学伴平台”，助力学习成绩提升、核心素养发展、综合素质增强以及

教师专业发展，从而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最后，他以杜威“今天的教育和老师不生活在未来，未来的学生将生

活在过去”结束精彩的讲座。

为了进一步将大数据与一线教学相融合，给各学科提供切实深入的指导，会议设置数学、物理、化学分会场。

智慧学伴使用情况交流研讨会现场



4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大数据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物理分会场

化学分会场

山大附中教师魏巍以《科学探究：速度的测量》一节为例，展示了在北师大指标体系指导下的教学设计。

魏巍表示通过前测可以发现学生的欠缺能力和易错点，有助于课堂活动设计中精准解决。北师大高精尖中心

罗莹教授对魏老师的教学设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针对魏巍提出的问题以及在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答复与指导。罗莹表示要充分利用好前测，在前测中体现本节课的重难点，并认真分析前测的结果，将其

应用于教学设计。罗莹对当前“双减”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前测与后测服务于教学进行了分析指导。

魏巍结合山大附中物理组教师参与修改的学习指标体系与罗莹进行了充分地交流与讨论。罗莹表示对于

不同版本的教材，学习指标的表征是不同的，基于一线教学习惯适当修改指标会使它更适用于教材，是非常

有意义的。

最后，高精尖中心吕琳和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库尔班江对期末考试报告进行了解读，使教师更全面地

了解智慧学伴平台的大数据优势，有利于结合平台的教学评价的应用，发展“教学评”一体的智慧课堂。

山大附中教师赵欣以《原子的结构》一节为例，汇报了一堂基于课堂前测的精准教学设计，赵欣从能力

指标出发、确定前测题目、精准分析诊断报告，确定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最终呈现了完整的教学设计。

首都师范大学黄燕宁副教授对汇报给予了充分肯定，以本节教学设计为切入点，结合山大附中自主开发

的校本课程进行指导。黄燕宁与老师们共同梳理了化学学习的指标体系，就老师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一步

的研究和探讨，使老师们对智慧学伴的指标体系有了更深的理解。

接着，由山大附中化学组长范亚男根据前期通过智慧学伴的指标体系的分析进行提问，与黄燕宁做进一

步的沟通与交流，力求一线教学与理论体系更加无缝对接。

最后，由高精尖中心褚洪旭对智慧学伴的总测数据进行了解读，并对使用流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学习，

加强了教师的基于数据的教学评价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罗莹教授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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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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会场

首先，山大附中教师雷焕就八年级上册《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一节课进行结合智慧学伴平台使用的教

学设计分享及前测数据解析。

随后，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数学组教研组长张永坤和课程中心主任苏晓虎就前测数据的使用和教学设

计内容与首都师范大学王瑞霖副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先后讨论了前测设计、基于前测数据的教学设计、基

于北师版教材体系与教学实践需要的教学内容统整、课堂内容对标 3×3 的能力指标体系等一系列问题。

期间，王瑞霖对雷焕设置的前测题目进行了简单点评；题量安排上，可以基于教学内容设计题目，对学

生知识掌握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进行针对性教学，由于“双减政策”，在后测中对得分率较高或者

相似题型的题目进行避免；难度问题方面，提出“每章第一课时前测设置，要有基础性知识。后面的学习设

置的前侧难度应该要有梯度”等建议。

对《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教学设计等问题，王瑞霖提出备课过程中，识别课程所对应的 3*3 的能力指

标体系时，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所看到的内容或者与考试直接相关的内容。王瑞霖建议，教学

设计中可以将可预设的生成详细写出，充分的预设可以帮助学生外显化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

堂内容。

根据项目专家指导，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董会丽为组内老师在预习学习过程、课堂学习过程和学生评

价过程三方面做了梳理和点评，提出利用技术工具带领教师回归学生，要思考如何在教学的方方面面渗入学

习指标的设计。

接着，北师大高精尖赵乃泽以洪家楼校区一次诊断测评为例，专业、细心地位老师们解读了报告中每一

项数据的含义和使用意义。

最后，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教学中心主任汤华财对高精尖中心团队的指导工作表示感谢，表示通过今

天的会议，感受到未来教育的方向、人机协同的教育智能以及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

使用的工具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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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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汇总了智慧学伴平台功能与内容需求，高精尖中心高度重视，经过研讨、评估，对部分需求给出了方

案并进行排期，其他需求也将陆续排期。现将目前山大附中关于智慧学伴平台的需求汇总与实现预期整理如下：

山大附中关于智慧学伴平台的需求汇总与实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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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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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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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附中 8 月教师和学生智慧学伴使用情况公示

(1) 教师上线情况

(2) 学生上线情况

教师上线人数

登录用户

登录用户

科目

布置套数

登录次数

登录次数

教师创建数量

发布人数

新增用户

新增用户

教师发布数量

作答人数

平均使用时长 (s)

平均使用时长 (s)

学生作答数量

作答次数

平均使用频次

平均使用频次

教师批阅数量

批阅次数

累计使用时长 (s)

累计使用时长 (s)

待批阅数量

批阅率

上线率

44.22%22

22

842

数学

0

882

64405

2

0

5

75

140

102

455.63

421.01

6437

1020

1.29

2.47

6259

601

310742

10989324

281

58.92%

上线率 学生上线人数

84213.41%

1. 师生总体登录情况

2. 学校教师和学生上线人数、上线率、人均上线次数

3. 测评使用统计

(1) 日测使用数据（按科目）

学校 10 名教师发布日测 140 次，703 名学生作答日测 6437 次。

学校教师 11 人观看资源 272 次，学生 770 人共观看资源 48931 次，其中观看进度为 100% 的是 40962 次。

(2) 微测使用数据

4. 资源使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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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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师上线情况

(2) 学生上线情况

教师上线人数

登录用户

登录用户

科目

布置套数

登录次数

登录次数

教师创建数量

发布人数

新增用户

新增用户

教师发布数量

作答人数

平均使用时长 (s)

平均使用时长 (s)

学生作答数量

作答次数

平均使用频次

平均使用频次

教师批阅数量

批阅次数

累计使用时长 (s)

累计使用时长 (s)

待批阅数量

批阅率

上线率

32.62%25

25

622

化学

数学

物理

0

637

38320

7

4

3

0

5

98

4

7

2

34

346.93

213.96

136

306

148

435

0.85

2.05

136

115

26

119

260199

3992558

0

472

122

27.36%

上线率 学生上线人数

62215.24%

1. 师生总体登录情况

2. 学校教师和学生上线人数、上线率、人均上线次数

3. 测评使用统计

(1) 日测使用数据（按科目）

学校 8 名教师发布日测 13 次，369 名学生作答日测 537 次。

学校教师 8 人观看资源 42 次，学生 178 人共观看资源 3089 次，其中观看进度为 100% 的是 1460 次。

(2) 微测使用数据

4. 资源使用统计

山大附中 9 月教师和学生智慧学伴使用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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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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会的顺利进行将项目推动到了新的阶段，山大附中对智慧学伴深入细致的使用与合理的建议仿佛给智

慧学伴注入了一针加速剂，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化教学改进道路上开启通途，但我们也知道，大数据的信息

化教学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多行为、多过程、多维度、多体量的数据汇聚才能形成“智慧”。项目将学习能力

的诊断作为信息化教学的内核，中心愿将理论的指引与一线的需求更紧密的融合，亦会秉持陪伴式探索、合作

共赢的态度精进前行。大数据教学在专家智慧与教师实践不断碰撞出的火花中发展，智慧教育是挑战是创新也

是未来。高精尖中心将不断提高项目重视程度、完善智能平台建设与项目设计，优化“智慧学伴”教育公共服

务模式，让教师需求与智能化平台更深度契合，使顶层设计理念更精准落地一线。高精尖中心将与济南山大实

验学校一道，共同推动学校的校本资源的建设，构建特色课程体系，推动学校发展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建设

更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21 年 10 月 9 日

交流探索 精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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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