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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利用大

数据技术采集、汇聚互联网上丰富的教学、科研、文化资源，为各级各类学校和

全体学习者提供海量、适切的学习资源服务，深化教育大数据应用，全面提升教

育管理信息化支撑教育业务管理、政务服务、教学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面向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及中高考教育改革方向，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

精尖创新中心汇聚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科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心理教育和体育教

育等领域的专家，发挥既有学科和专家团队优势，深入探索移动互联时代的创新

教育业务形态和治理方案，并通过持续实践和改进，形成了一系列包括平台、工

具、资源、学科课堂教学和区域教育质量提升的教学教研系列解决方案，并在全

国十几个区域开展了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教育质量

提升的项目经验。

项目以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为支撑，利用最新的信息化手段

及教育技术，将当前以核心素养关键能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理念引入区域，同时

将北京师范大学科研、教学优势、优质智力资源全方位引入区域，为教育改革所

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提供整体性、系统性解决方案，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思路来助

力以中考、高考改革为核心龙头的教育深化综合改革，全面助力区域整体教育质

量的提升。

二、 项目目标

“大数据助力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聚焦提升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

借助智能教育服务平台，汇聚学生学科、心理、体育、综合表现等全学习过程数

据，对区域大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应用，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结构的综合建模，

对学习问题进行智能诊断与精准改进，发现与增强学生的学科优势，实现学生的

个性化学习与教师的精准教学，教研人员借助大数据开展精准教研，区域借助大

数据开展精细化管理，实现区域学习、教学、教研和管理协同发展，达到学、教、

研、评一体化的目标，从而促进区域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1.促进区域教育管理科学发展，助力区域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项目借助大数据平台和北师大优质教育教学团队资源，为区域提供面向学

生、教师、家长、各级教育管理者等多角色教育服务，助力区域教育整体系统性

发展。通过汇聚学生全学习过程数据，全面分析区域、学校教学现状，为各层级

教育管理者提供教育质量分析，实现有据可依的管理，从传统依据经验的管理模



式，转向以数据驱动教育管理精细化、决策科学化，促进“基于数据说话”教育

治理方式和“动态实时”教育治理模式的实现，助力区域管理科学化。

2. 实现学校管理精细化，助力学校教育质量发展

项目通过智慧学伴平台汇聚师生大数据，形成关于学校各年级、各班级的可

视化分析报告，实现学校管理精细化、信息化；同时为全校每一位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查优鉴短与学习资源服务，为每一位教师提供评学教一体化智能教育服务，

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3.支撑区域教研创新转型，促进区域教研精准化

教研员通过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形成的教育质量地图，监测

区域学科教育质量，发现区域学科教学共性问题，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研活动，

提升教研活动的针对性与质量，实现基于数据的教研转型，整体提升教研水平。

4.助力教师适应教改提升精准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智慧学伴平台对学生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帮助教师了解每个学生的情

况，助力教师开展基于数据的特色化教学，提升精准教学能力；并组织北师大专

家开展指导，结合大数据分析平台和专家指导，借助备课研讨、公开课指导、定

向培训、网络教研以及组织校际、跨区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提高教师教学理论

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能力，改进教学思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

5.关注学生能力素养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

利用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汇聚学生学习过程大数据，生成

个性化精准报告，对知识能力结构建模，从而发现学生的学科优势和问题，并智

能推荐针对性学习资源，提供个性化精准性的学习支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科学引导学生全面综合发展，提高学业成就水平。

6.助力家长动态了解孩子学习表现，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智慧学伴平台为家长提供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报告及学习服务建议，使家长实

时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三、项目内容

项目以智能教育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为载体，将学科专家团队

研发的系列学科测评工具（学期总测、单元微测）和学习资源放到平台上，为教

师、学生等提供在线测评、个性化诊断报告与学习资源智能推送等教育服务，实

现“全学习过程数据的采集；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建模；学科优势的发现与增强；

学习问题的诊断与改进”，并结合专家指导、定向培训、网上教研以及组织校际、

跨区交流与研讨等多种方式，引领区域教学和教研改进，提高整体教育质量。

图 1项目实施框架

（一）学生学科能力素养与学业成就水平提升服务

1.聚焦学生学科能力素养的个性化测评和诊断分析服务

教育改革向来支持“把学生放在改革的正中央”，通过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和学科关键能力进行评测，汇聚学生全学习过程大数据，对学生知识与能力结构

的建模，实现对学生全面、综合、动态、系统分析，从而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问题

的诊断和学科优势的发现，激发学生的学科潜质，调动学习兴趣，科学引导学生

学科能力素养全面综合发展。



图 2 学生诊断报告样例与知识地图

2.个性化学习资源精准推荐服务

平台汇聚北师大专家团队、骨干名师、一线教师、社会优质资源单位等多个

群体制作的资源，根据学科能力测评指标进行系统编码，形成资源库。平台根据

学生的测评结果智能推荐问题改进和优势增强的优质资源，帮助学生实现个性

化、精准性的自主学习，提高学业成就水平。

图 3 基于学生测评结果推荐的个性化改进资源

（二）教师精准教学能力和专业发展水平提升服务

1.可视化诊断报告和优质教学资源支撑下的教师精准教学

智慧学伴平台为教师提供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导向的精准诊测，针对学生形

成可视化诊断报告，既有班级层面的整体综合分析，同时也可以聚焦学生个体学

习情况。教师通过报告直观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班级学科薄弱点，以数据

为支撑进行精准教学，提升精准教学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从平台上直接获取依



据学科能力指标体系研发的优质习题资源和微课资源，针对性推荐资源给学生，

实现个性化辅导。

图 4 可视化知识地图展现教学薄弱点

图 5教师精准服务功能样例

2.“评学教”一体化智能服务引领教师教学模式革新

学科专家团队研制了基于智慧学伴平台微测、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插入式

教学、真实问题解决等多种教学模式，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专

家指导教师对班级报告进行精准性专业化解读与分析，帮助教师从课前、课中、

课后三大维度着手，实现以“评”“学”“教”相结合的精准教学，促进课堂教

学从传统教学模式向学科能力导向和基于学生学习发展数据的精准教学模式的

转变。



图 6 基于智慧学伴的精准教学模式

3.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师发展培训，提升教师数据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

为了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数据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推进

过程中，北师大教育技术专家与学科专家基于数据挖掘和提炼教师“教”、学生

“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教师实际需求设计教师培训专题，培训内容包括教

师如何基于数据开展精准教学，如何在日常教学中使用大数据，如何选取贴合能

力素养的资源来充实教学设计、优化课堂教学等方面。

表 1 培训专题(供参考)

培训主题 培训专题

教育前沿理念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内涵的理解与解读

“智慧学伴”学科系统的开发理念模型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解读

中高考改革政策及方向解读

学生精准学习
基于智慧学伴的学生个性化精准学习

如何借助诊断工具提升学生学业质量水平

教师专业发展

如何基于智慧学伴实现精准教学

如何基于数据进行教学分析与改进

学科关键能力如何落位到课堂

如何深度渗透核心素养到课堂

基于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诊断报告的专项解读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专项培训

整合信息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PCK)专项培训

区域精准教研
大数据驱动下的精准教研

如何基于数据分析区域学科教学现状

命题能力提升
基于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命题理念专项培训

中考复习及命题方向的专家讲座

教育管理优化 如何基于数据优化教学管理模式



教育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专项培训

4. 依托数据，聚焦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教学指导

北师大专家团队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借助大数据“智慧学伴”平台的诊

断数据，开展听评课、备课、公开课指导，从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学科能力的

设计、学科素养的融合、学习资源的融入、教学策略的设计等方面全方位为老师

提供指导，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逐渐形成本土优质示范课案例库，供全体教师教

研观摩和学习。

图 7 基于智慧学伴的公开课教学指导流程

（三）教研员区域学科教育质量监测和精准教研服务

1.区域学科教育质量监测

通过平台大数据的汇聚与分析，形成关于区域各学科、各学校的可视化报告，

区域教研员可以了解到本区域本学科整体教学水平，和各个学校的学科教学情

况，既有针对单次测评的区域整体分析，同时也有基于历次测评的区域统整性分

析，能够综合、系统、动态地反馈区域学科教育质量，帮助教研员全方位、多角

度了解区域教育水平，为接下来的区域教研指明方向。



图 8 区域教研员区域分析报告样例

2.大数据驱动下的区域精准教研

教研员基于大数据发现区域学科教学共性问题，使得教研主题更加具有针对

性，便于教研员更精准的开展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开展聚焦教师教学实际问题的

教研活动，教研指导更有精准有效，调动教师参与教研活动的主动性和探究性，

不断提升教研水平，促进区域教研从传统的依据经验转向以数据为依托开展精准

教研，使区域教研活动有成果产出，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产生实际成效。

（四）面向教育管理者的教育质量分析服务

项目面向教育管理者，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质量分析服务。经过项目的实

施，班主任、年级主任、校长、区域管理者等角色将获得学生和教师成长的大量

数据，学科学习、心理素质、体质健康等大量数据聚合形成管理层级的报告，便

于班级、年级、学校、区域实现精细化管理。

为了过程性了解学生的个体学习改进情况和群体在线学习成效，项目会结合

区域需求，不定期开展数据分析解读，针对不同管理角色，从学科横向对比与纵

向发展、不同学校的发展变化等方面提供专业分析报告，为区域教育教学改进指

明方向。



图 9 多角色诊断分析报告

（五）家长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学生表现服务

智慧学伴通过开通微信服务号家长登陆入口，构建家校互通服务，使家长实

时了解孩子全面情况，可以看到孩子所有学习报告、学习资源、学习进度、素质

测评等详细信息，帮助孩子解决学习障碍，调动学习主观能动性，为家长全方位

了解孩子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从而起到加强与孩子沟通，根据真实数据督促孩子

进步，帮助孩子实现个体提升的目的。

图 10 智慧学伴家长微信端使用界面

四、技术支撑平台

本项目主要依托智慧学伴平台，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

心研发，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主持设计，面向每一位学习者实现“全学习过



程数据的采集、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建模、学习问题的诊断与改进、学科优势的发

现与增强”。力求运用教育大数据助力教育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实现适应性、精

准的教育服务，破解教育公共服务差异化和个性化供给难题。

1.聚焦学生学科能力素养和综合素质的个性化测评

智慧学伴从学科能力、学科核心素养、心理素质、体质健康等方面汇聚学生

全学习过程的大数据，实现学科能力诊断与学科优势发现，实时追踪学生个体的

心理发展，关注学生体质健康，多角度全方位对学生进行综合性和多元性评价，

助力学生个性发展，健康成长。

图 11 智慧学伴汇聚学生学习全过程数据

2.贯穿教育系统全角色的可视化诊断报告

平台通过数据化信息收集，智能处理形成面向学生、家长、教师、班主任、

年级组长、校长、教研员、区级/市级管理员 9大角色的可视化诊断报告，叠加

学校的区域分布数据，形成区域教育质量地图，帮助教育管理部门构建起基于大

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方案，为学生的个性化精准学习、教师的精准教学、教

研员的精准教研指导、教育管理者的科学决策、家庭教育的精准定位提供数据支

撑，全面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3.能力素养导向的个性化学习资源精准推荐

平台汇聚北师大专家团队、骨干名师、社会优质资源单位等制作的资源，涵

盖知识点、专题讲座、教学技术等多种内容形式，建立了体系化的资源库，根据

测评结果，智能向学生推送问题改进与优势增强资源。同时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



薄弱知识点或日常教学中学生的表现，为自己的学生个性化推荐资源。

五、专家团队

项目负责人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北师大教授，博

士生导师，大数据助力区域教育质量改进指导专家，教育信息化研究资深专家；

李晓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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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首席

王 磊：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导，学科团队带头人，化学首席；

郑国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语文首席；

曹一鸣：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数学首席；

綦春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教学研究院教授、博导，数学首席；

陈泽航：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副院长，英语首席；

王 蔷：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导，英语首席；

罗 莹：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博导，物理首席；

王 健：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生物首席；

郑 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历史教育教研主任，历史首席；

王 民：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地理首席；

李晓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治首席。

六、项目周期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以采用分阶段的方式开展，整体三年规划，第一年选定

初一年级作为开展对象，第二年和第三年逐级增加年级。

图 12 项目分阶段开展模式



整个项目计划分为项目初期、项目中期和项目后期三个阶段，项目实施的第

一轮周期，具体包括技术准备、项目组织、专家引领等内容，第二、三年将根据

第一年推进成效迭代优化。具体实施规划如下图。

图 13 项目整体规划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目标
	三、项目内容
	四、技术支撑平台
	五、专家团队
	六、项目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