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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借助

互联网思维，第一次在教师培训中

大规模尝试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

置，是对教师培训供给侧改革的进

一步探索，通过选课教师从内心需

求到选课、听课、研讨行为的实际

发生和实际获得来评价市级骨干教

师真正的教育教学能力。在传统的

教师继续教育活动中，存在着一系

列问题，如研修课程设计、内容选

择相对滞后，针对性不强；研修方

式以单一面授为主，缺少互动交

流，教师缺乏对研修项目的自主选

择性等，教师培训质量不太理想。

在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通

过自主选课并进行听课研修，活动

结束后学员提交《活动评课表》，

填写收获、建议、意见和满意度，

此表匿名推送给授课教师并作为行

为数据存储于平台供今后的教师评

价使用，参加活动、完成任务的授

课教师和学员均取得相应的学分。

最重要的是，开放型教学实践活

动在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要的同

时还给予物质支持，为参训教师

提供“教学实践能力提升补助”。

在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中，只有教

学活动实际发生了，有教师选课学

习了，才会有成本、有学分，扩大

了教师培训改革供给侧结构。与传

统教育培训相比，开放型教学实践

活动优势明显，其从多个维度上实

现了教育培训效能的提升。此外，

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可以促进教

师及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活动前

可能互不相识的11位老师，活动会

他们就会形成一个社交小圈子。通

过这个圈子，可以把优质的教育资

源属性萃取并流转，给予各教师优

质资源的供给，变传统人事岗位刚

性流动为智力资源的流动。最后，

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产生的大数据

可以被深入挖掘，作为教师职称评

定、区级以上骨干教师评选的重要

依据。

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用市场

来定义优质资源，是建设高层次教

师队伍的重要途径。@

双师服务：探索穿越边界的基础教育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本刊记者  牟艳娜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择校而居。这一“迁”一

“择”，表达的是家长为孩子争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

向往与渴望。只不过，现在的“择”，需要家长以购

买价格高昂的学区房为代价。学生能力的比拼，也逐

渐演化为家长财力的比拼。社会媒体对教育导致社会

分层的过度渲染，也让家长们备感焦虑，由此催生了

校外培训机构的火热，而应试提分型培训机构的存

在，又加剧了家长们的焦虑。如此拔苗助长的恶性循

环，到头来只见中高考分数线的水涨船高，却没有换

来学生能力素质的相应提高，导致学生和家长苦不堪

言，学校和教师既忙碌又无奈。

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似乎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在

传统教育供给模式下，总是顾此失彼。“互联网+”

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也为教育公平与质量这一对

“矛盾”的化解带来了契机。 

借力互联网，让优质教育服务穿越学校
和区域的边界

近日，“互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以及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点

工作的展开，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市教委利用互联网思

维，让优质教师服务跨越学校和区域边界的积极尝



22

本期策划 FOCUS→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17-1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前期对通州区

初一、初二学生进行了学科能力的诊断测评，形成了

《通州区初中学生测评分析报告》。平台的系列测

评，旨在精准诊断学生各个学科的优势与短板，为精

准匹配教学资源和在线辅导教师提供依据。

截至2016年12月21日，在“智慧学伴”平台上

总计有效辅导次数为12271次。教师上线辅导数量呈

整体上升趋势，发起在线辅导的学生数量也在日益增

长，各年级参与辅导情况如下图所示。

随着项目的进行，教师与学生参与度逐渐提升，

师生双方的评价普遍较高（学生对教师平均评星在4.5

以上，满分5星）。家长对此项工作也表示极大的认可

和支持，很多家长与学生一起连线老师咨询辅导孩子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有家长在微信上留言

说：“刚才女儿问一个语文老师，一个多小时，老师

特别博学、特别有耐心，俩人聊得很愉快。听得我这

个妈妈很感动。感谢双师！”

十八大以来，各级教育部门都在努力争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这位母亲的留言中我们能够

体会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是造更好的楼，建更

漂亮的校舍，而是让孩子真正得到发展，让孩子在遇

到学习问题时能够得到来自教育公共服务的帮助，而

不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到培训机构，要让家长对

试。在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支持

下，自2016年12月1日起，北京市通州区每位初一、

初二的学生，除了校内的学科老师外，还能够在家

中学习时，通过“智慧学伴”平台免费得到“线上老

师”一对一的实时辅导。这个项目因此也被形象地称

为“双师服务”。

该项目实施的背景，正是北京市教委进一步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积极应对中考改革新方案，从

供给侧改革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方式，弥补区域间、

校际间、学科间师资配置的不均衡和义务教育公共

服务短板的一次创新尝试。而其最终的价值取向，

则是惠及每一个孩子的发展。这也是十八大以来，

北京市教委推进一系列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举措

的最终落脚点。

在项目试点启动会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语

重心长，向教育系统传递重要的教育改革信号：“在

教育系统中，怎样才能把孩子真正放在正中央，服务

于孩子的个性化成长？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教育模式

是有其局限性的。启动项目试点，就是要在教育的发

展模式上去库存、调结构，实现教育的转型升级，用

新的教育供给方式，满足孩子的自主探究欲望，并让

他们获得更多的动力和学伴，让学生真正有更多的实

际获得。” 

考虑到这个项目具有很强的跨界特点：一是学

生的学习穿越了学校边界、地区边界；二是全市近

8000名骨干教师跨越地区边界为通州的学生提供教

育服务，他还着重指出：“参与试点的这批初一、初

二学生，他们面临新的中高考，我们的教学不能仅仅

局限于教材和各个孤立的学科，而应该围绕初一、初

二孩子感兴趣的点，把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他们未来成

长所需要进行的个性培育和优势学科的选择联动起

来。”“这个项目看似是一个地区、一个局部的改

革，但参与的是全市的骨干教师，它的影响将是全局

性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通州的教师会见到更多

优秀的同伴，激励和启发他们成长，从而助力通州教

育的发展。”

 

创新服务模式，实现教师智力资源流转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21日，全

市已有7104名教师申报并取得在线辅导资质，其中区

级及以上骨干教师6384名。为实现精准辅导和学习，

各年级参与辅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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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辅导和竞争的焦虑得以缓解和消除，让经济处于相

对不利的群体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服务，尤其

是名师的服务。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通过政策的调

整，逐渐实现了各种实物性办学资源的均衡化配置，

但教师资源要想做到均衡，则非常困难。因为区域差

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都在不同程度地阻碍师资

的流动。

该项目用互联网创新了教师交流轮岗的模式，

真正实现了交流轮岗的本质——教师智力资源的流

转，变教师“走校”为“走网”。随着项目试点的

启动，中学教师自主开放教育资源并在合适的时间

实时在线，为学生提供在线辅导服务，使得骨干教

师的智力资源跨越学校的边界，在互联网上流转起

来，为郊区、薄弱学校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解决

孩子在学习中遇到的个性化的问题，让孩子和家长

有了实际获得感。

精准匹配辅导，大数据发挥支撑作用
在传统的五六十人班级的课堂中，教师没有精力

和时间去解答所有学生的问题，更不用说对每个学生

的学习进行单独指导。可以想象，班级中每个学生都

会遗留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类似于精准医疗计划和精准扶贫计划，该项目会

通过“智慧学伴”平台，为每个学生提供一份详细的

“体检报告”——学科数据分析诊断报告。根据这份

报告，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学习问题（哪

个学科、哪部分知识掌握不足），了解自己的知识结

构，从而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个性化、适应性的资

源和教师的辅导服务。

在“智慧学伴”平台的教师端，骨干教师可通

过“双师微课”和“双师辅导”两种方式提供教育服

务。“双师微课”是骨干教师将自己擅长的知识点或

课程解答录制成为微课，为学生提供非实时的基于精

准化资源推送的个性化教育服务，“双师辅导”则实

现的是师生基于实时连线的一对一辅导和答疑。

在“智慧学伴”平台上，学生既可以通过“筛

选”和“搜索”功能来选择教师，系统也会根据学生

需要，精准匹配出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推荐适

合的“双师微课”和适合的教师给予其辅导，实现个

性化教育。

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

择学习，哪里不会就问哪里，哪里学得不扎实就集中

补哪一块，使学生有限的时间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真

正学有所得，得到个性化培养。

由封闭到开放，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师生关系

在项目试点的过程中，也有家长对于学生使用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学习心存顾虑。其实，学生作为数

字时代的原住民，运用信息技术学习、沟通以及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未来社会人才的必备技能之一，将

他们从电脑、手机、网络等基本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剥

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在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看来，

互联网在知识的传递上会比课堂上教师的讲授更有

效率，所以互联网一定会取代学校部分的知识传授的

功能。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相关研究机构已经对孩

子做过对比实验，长期接触过计算机的四年级学生在

信息化环境下更能自主地学习并完成指定的任务，不

受外界影响。但是平时接触计算机很少的学生，在没

有教师的监管下会不由自主地玩游戏等，这就是补偿

效应。所以，余教授强调说：“越是担心信息技术带

来不好的影响，越是应该让学生用计算机来学习，教

会学生用计算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用正

确的事情来占领他的时间，养成健康使用计算机的习

惯，从而产生免疫力。”

此外，学生的学习场域由封闭的学校延伸至开

放的网络社区，在“智慧学伴”平台上，他们面对的

不再只是线下本班、本校的老师和学生，给他们辅导

的教师也不再只是本校本区的骨干教师，这会营造新

型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一方面，教师提供的是学

生需求所驱动的“竞聘性”网络服务。辅导结束后，

师生双方可以互评，换句话说，学生可对教师的服务

质量打分。另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计算机另一

端的，不再是日常生活中高高在上的老师，而是一个

来帮助自己学习的人，反而能够大胆地问出自己的问

题。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打破了学校教育中的固有师

生关系模式，让师生在交流中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将

来，学生还可能在平台上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学习

同伴，建立跨越学校的生生关系，并在互相启发和激

励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