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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2022年10月，由华南师范大学牵头组织，联合国内东中
西多所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协同共建的“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
教研室，发布了第一期工作简报，以数字化资源的形式实现成员间的
跨时空异步学习。2023年10月，正值简报发布一周年之际，工作组特
设立一周年特刊，旨在总结教研室成立至今所取得的丰硕工作成果，
也意在感谢虚拟教研室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

·

10月8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主持的教育部
“‘众智行远’智能教研环境设计及应用实践共同体”和教育部“教师
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启动“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范”
系列专项研修活动第五期——通用类智能教研平台的应用实践展示。

活动回顾 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范”“智能
主题研修活动（第五期）

本期研修活动继续沿用“云端相聚、数字互联”的线上直播形式开
展，通过主题分享、专家点评、互动交流等活动方式围绕“通用类智能
教研平台的应用实践展示”展开深度研讨。活动邀请了扬州大学副教授
孙发勤、淮安市教师发展学院副院长陆平、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孙丽与英语骨干教师刘梦妍以及“众智行远”共
同体所有成员单位和虚拟教研室成员在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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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一：主题分享《基于智能教研平台下的数据循证课例研
究》。孙丽分享到自2010年以来，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积极推
进数字化转型工作，通过建设智能教学平台和学校大数据资源中心，教
学质量大幅提升。学校运用中央电化教育馆的智能研修平台，开展大数
据支持下的精准化与智能化“三用两跟”的校本研修模式以及分享不同
实施者的成长与收获的案例，全面阐述了学校基于智能教研平台下的数
据循证课例研究。

会议议程二：主题分享《数据循证下的小学英语课堂问题链的设计
研究》。刘梦妍以译林版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An interesting 
country》课堂为例，分享数据循证下的小学英语课堂问题链的教学设
计，即数据循证的过程与英语教学改进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对学生英
语学习过程的有效评估。她提到，一方面，通过课堂数据观察师生的课
堂状态。另一方面，教师们基于数据循证技术开展教研活动，通过对学
生英语学习行为的数据分析，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和兴趣点，促进
教师教学行为的改进。

会议议程三：专家点评。孙发勤对本次研讨活动做总结点评，肯定
了“三用两跟”校本教研模式以及“本真课堂”这一独特的教育理念，
学校校本研修模式具有特色，用高效的工作机制保障形成了“三跨”特
色的研修共同体，值得学习与推广。并补充到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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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的优化和改进。首先对数据进行分析；其次要对数据进行切割
验证，以评估教学质量；最后表示可将数据分析结果应用到实际课堂教
学当中，并给予学生适当的反馈和建议。

最后，陆平总结到，本次研讨会讨论了智能研修平台的应用实践情
况，强调了数据的应用和价值。当前的教育需要创新技术与提高教师数
字素养，利用大数据和技术来改进课堂教学和教育研究，以便更好地应
对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变化。同时对参与此次研修活动的老师和专家表示
感谢。

本次研修活动中，参会成员共同探讨了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智能教研平台的应用实践。教育部“众智行远”智能教研环境设计及应
用实践共同体后续活动将进一步探索智能教研平台功能设计、开发与实
践应用，与各个成员单位及对智慧教研有兴趣的学校、教研员、教师等
一起深入了解更多类型的智能教研平台及其应用方法、交流智能教研平
台支持下的多场景教研和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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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 教研活动稳步开展，反响热烈

截至目前，教研室面向全体成员共召开11次大型教研活动，同时各
研究小组根据研究需要，开展了超20次的小型讨论会议，具体如下。

活动时间 主题 简介 形式
参会
人数

2022.10.22
“智能升级，何以为师”暨教
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
虚拟教研室工作启动会议

探讨智能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教师
队伍建设、培养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的
问题。

混合式 17196

2022.11.20
教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
究”虚拟教研室子课题论证指
导活动

帮助课题研究组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
路径，提供专家视野和指导建议。

线上 1126

2023.3.19
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暨教师
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课题交流会

加强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类的课题
交流，也为教研室其他子课题开展深
入研究提供示范。

线上 224

2023.5.3
“技术赋能 研修提质 聚焦课
堂”暨学科智能教学与教研创
新专题展示交流会

深入交流智能技术在教学教研中的应
用，推动智慧课堂教学研究和实践创
新。

线上 400+

2023.6.10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课程及教学
资源建设经验交流会

促进教师智能素养提升，共享课程和
教学资源建设经验。

线上 100+

2023.7.20
教师数字画像与智能测评主题
研修活动

探讨如何创新教师教育评价方式，探
索建立教师发展测评系统、优化教师
服务的新途径。

线上 130+

2023.8.9
“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
范”主题研讨活动第一期

通过主题分享、专家点评、互动交流
等活动方式，围绕“智能教研平台功
能及应用示范”展开深度研讨。

线上 1400+

2023.8.18

”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
范“系列专项研修活动第二
期——英语学科智能教研平台
的应用实践展示

共同探讨融数据分析、智能诊断、智
能批改等服务为一体的翼课网智能学
习平台的应用。

线上 1234

2023.8.31

”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
范“系列专项研修活动第三
期——通用类智能教研平台的
应用实践展示

线
共同探讨基于智慧教研平台的教师研
修方式

上 /

2023.9.21

”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
范“系列专项研修活动第四
期——通用类智能教研平台的
应用实践展示

共同探讨AI智能教研平台的应用实践 线上 /

2023.10.8

 “智能教研平台功能及应用示
范”系列专项研修活动第五
期——通用类智能教研平台的
应用实践展示

线
共同探讨通用类智能教研平台的应用
实践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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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 化虚为实，加强资源建设

1. 简报资源
为帮助成员了解教研室的工作进展，知悉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理论与

实践相关的最新资讯，获取与智能教育相关的资源，至2023年9月已发
布共12期简报，阅读学习总量超1万。

2.知识图谱

围绕智能教育、虚拟教研等与培
养智能教育素养相关主题，协同建设
12个知识图谱，共641个知识单元，
知识单元内容来源于最新的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政策文件等，确保内容的
科学性与时效性。

3.教研资源
在“教研资料”一栏中，设置“交流研讨”“教研视频”等类别，

所有资源在教研室内部公开共享，已建成171份视频、文本类教研资料。
此外，教学资源已建成124条，为提高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提供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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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

1. 共建教研协同机制，以点带面广度辐射

虚拟虚拟教研室实施“高校研究机构、区域教师研修管理部门、中小学
校”三方跨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整合聚集主体要素；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三重技术协同赋能作用，变革教研结构。

 2. 寻求可视化抓手，有效推进教研工作

虚拟以研究课题为抓手，带动和培育虚拟教研团队共同发展；以一流课
程建设为抓手，带动各类课程优质资源共建；以校际协同开课服务为抓
手，带动跨校授课团队建设等。

 

技术赋能协同教研，辐射范围

3. 共建数字优质资源，打破校际资源壁垒

虚拟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教研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打造“共生、共享、
共育”的数字教研资源生态，包括对标一流金课打造高精尖型精品课
程、编写新形态教材、整合优秀教研案例集等。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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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与成效

1.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提升，育人成果显著

成立至今，虚拟教研室成员共获得了7项省级/国家级教学能力竞赛
奖励，17项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并新编教材1部，待版1部，部分
成果如下表所示。

建设成效 教学与科研并重，成果丰硕



“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 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

· 8 ·

2. 课题孵化有所成效，资源建设效果佳

教研室共孵化98项子课题，部分子课题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如子
课题“多元混合式研训提升乡村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入选“广东省教
育厅关于2022年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且虚拟教
研室中高校成员所组织开展的13门课程荣获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认定，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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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教研室重视将教研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发表研究论文21篇其
中16篇为CSSCI论文，2篇获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发表理论时评2篇，1 

篇被“学习强国”转载，1篇发表于“中国教育报”，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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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3年11月10日，由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胡小勇教授主持的教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
第二轮公开招募教研室成员。欢迎全国相关教育单位和个人申请加入教
研室。具体招募要求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招募推文或下载相关材料。

材
料
下
载

招募通知 第二轮公开招募教研室成员

时 间 轴 虚拟教研室成立至今关键节点时间线

招
募
推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