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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十九届）中国远程教育大会专刊

“国培十年”与教师培训信息化高峰论坛 精彩观点

● 教研是实现教师知识和技能提升的重

要途径，可以帮助教师顺利完成职业生涯低潮

期的过渡，促进教师体验职业幸福感。对于教

师个体而言，教研其实就是找出并消除自己在

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等环节的差距，以及探究

自己与专家名师的差距，并逐渐缩小它。在教

研中，教师通过自我对话、与同行和专家对话

等手段，来实现教学设计和实施的一致和可持

续发展。那么，技术如何提升教研效率和效

果？靠的是精准反馈、有效协同、持续进化。

● 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研具有六个特点：

技术有助于透视教学中的真问题；技术有助于

多维度汇聚师生课堂教学中多模态信息，如学

生、教师的行为和表情的记录和分析，教师教

态分析等；技术能助力刻画教师的课堂教学特

征；技术能促进多方无边界的深度协同和平等

对话；技术有助于教师个性化、精准化地学习

和提升；技术有助于教研资源的进化与生成；

技术能推动实现数据驱动的持续跟踪和管理。

● 智慧教研平台已在宁夏石嘴山、云南

怒江、广州、湖北、北京通州等多个区域实际

应用。以宁夏石嘴山市为例，智慧教研的实施

流程为：1. 确定研讨主题；2. 自主备课；3. 线

上备课 & 协同备课；4. 公开听评课；5. 精准

反思；6. 基于问题的群体研讨；7. 面向个体的

精准学习与改进；8. 迁移应用，群体实践智慧

汇聚再分享。

与传统教研相比，数据驱动下的智慧教

研有很多不同，包括教研模式从面对面转变为

混合式、观察记录手段从零散碎片化转变为结

构和系统化、反馈形式从语言转变为“文本 +

数据 + 语言”、研讨中心从“核心人” 转变为

群体关注“焦点”、研讨过程从浅层意见分享

转变为问题解决方案研讨、研讨结果由个体听

课记录向问题、经验及策略的群体知识进化。

未来，运用 AI 技术、5G 网络，智慧教

研平台可以支持多地师生的远程与分布式讲听

课和实时互动，为其提供即时、高清、网络自

适应的视频服务功能，并实时分析相关数据，

提供相关学习和课堂诊断报告。2020 年，平

台已成功对接新疆和田学校，有力支撑了首都

教育远程互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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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