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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测评 大数据为“双减”增效 双师课堂助力提质……

北京教育数字化走上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宋迪）“双师

课堂”常态化教学，跨校、跨

区联合教研，数字赋能实验

教学，“双减”背景下大数据

赋能作业评价……1 月 4 日，

北京市教育数字化工作推进

会召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朝阳区教科院、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和西城区第四十三

中学集中展示了在教育数字

化方面的成果。

围绕“智慧校园建设数字

化赋能的实践思考”“以教育

数字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开辟教育发展

新赛道”等主题，北京市第八

十中学、朝阳区教委、房山区

教委在现场分别作了交流。

八十中校长任炜东表示，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

到来，大家要主动出击，跟上

时代发展的步伐。AI 教学的

场景，使得因材施教的教育理

念可以大范围实施在每个孩

子身上，让教育教学进一步地

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让课堂

教学更能够满足学生的先天

禀赋和个性化需求，让每个孩

子受益。

会上，市教委为北京市第

八十中学、北京市第二中学、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北京

市延庆区第一中学等第一批

北 京 市 智 慧 校 园 示 范 校 授

牌。“智慧校园示范校的遴选，

就是要牵动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进行智慧校园建设，聚焦本

校特点，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助力教学管理、教师教学以及

学生成长等全方面育人效率

的提高。”北京市教委教育信

息化处处长张宪国说。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

教委主任李奕强调，满足人民

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盼亟需

数字化赋能。在“大减法、小加

法”策略下，在减少机械性、重

复性的学习活动，巩固学生基

础知识、丰富兴趣和拓展思维

方面，数字化可以增强“减”的

力度和提升“加”的质量。

为发挥教育数字化发展

的新优势，各区都在不断探

索现代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

融合发展的新赛道。在新中

考改革背景下，海淀区运用

人工智能推进科学学科实验

研训与学生实验测评，构建

集教学资源、实验数据报告、

实验过程回溯、AI 诊断测评

于 一 体 的 智 能 化 实 验 室 环

境，对学生操作中的问题诊

断更精准；西城区利用大数

据对学生掌握的知识能力点

进行研判分析，生成个性化、

适应性的作业测评图谱，探

索“双减”背景下，减轻学生

作业负担，提高作业效能的

有效路径；朝阳区建设了区

域智慧作业资源库，供给超

过 18.5 万道精选题目和视频

微课资源，构建了区域智慧

教学评价系统，全面诊断区

域、学校和学科的课堂教学

情况；房山区“双师课堂”建

设学校占全区中小学的 46%，

40 所优质校带动了 47%的农

村学校，带动了 1704 位教师

常态化应用，优质资源从“集

中”逐步转向全区“辐射”。

2024 年 ，市 教 委 将 遴 选

出第二批 60 所左右的北京市

智慧校园示范校，到 2025 年

实现“智慧校园覆盖率达到

85%”的目标。市委常委、教

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在讲话中

指出，教育数字化是大势所

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首

都教育系统要大力推进教育

数字化发展，不断催生新的

教育模式，驱动教育系统性

变革，努力打造高质量的首

都教育体系。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北校区教师郑燕与雄安校区教师霍海罗带领两地学生，共同展示“双师课

堂”在日常数学课上的应用。 本报记者 宋 迪 摄

“手拉手四校联盟”展示

同课异构 同课异评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通讯员 赵
长顺）“根据作者在文中对白杨树

的描写绘制白杨树图”“用词语描述

这是怎样的白杨树”……北京市第

十三中学和密云区水库中学两位语

文教师的同课异构《白杨礼赞》让密

云区水库中学的学生们享受着形式

不同、风格迥异的课堂教学。这是

记者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学校“手

拉手”工作推进会暨“四校联盟”教

育研讨交流活动上看到的现象。

“四校联盟”由北京市西城区第

十三中学为优质资源牵头校，与密

云区水库中学、房山区青龙湖中学、

昌平区第一中学天通苑校区组成，

当天，四校共同开展线下线上教育

研讨交流活动。活动中，北京市第

十三中学校长唐挈解读了“手拉手

四校联盟”教育研讨交流活动方

案。未来三年，“四校联盟”将在管

理、教研、干部教师、课后服务等“四

个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在教学、课堂、育人能力、

课程、评价效能等方面为城乡“手拉

手”学校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样

本。在四校校长共同推起“流沙台”

仪式后，四校干部、教师和与会专家

共同开启“同课异构、同课异评”深

度教育研讨交流。

密云区教委副主任吴明奎表示，

本次“四校联盟”活动，引领教师聚焦

教与学方式的研究，融合学科教学成

果和目标要求，通过专家引领与一线

实践的互鉴生成，促使教师不断更新

教育知识，凝练教学经验，探索育人

模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密云区教委主任杨福军表示，

“四校联盟”是积极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有效举

措，希望四所学校在理念融合、课程

建设、学科教学、师生培养、资源共

享等方面加强深层次的交流与合

作，在深度合作中不断总结完善，为

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据悉，密云区在推进“城乡手拉

手”进程中，与西城区教委团结协

作，按照“市区联动、需求对接、精准

支持、注重实效”的工作思路开展学

校结对联盟。几年来，西城与密云

两区共有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与密云

水库中学、西城区育翔小学与密云

区新农村小学等四对学校“手拉

手”，充分发挥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辐

射引领作用。

表彰家长 激励教师

房山区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房山

区第二届校家社协同育人论坛”日

前在房山区成人教育中心举办。本

届论坛围绕“经验交流、表彰激励、

现场访谈、专家指导”等内容，聚焦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路径与模式，整

合学校、家庭社会的智慧和资源，引

领区域校家社协同育人开展创新实

践，逐步形成协同育人新模式。

论坛上，房山区教委主任郭冬

红等分别为区内中小学“育子有方

好家长”获奖代表、“我的家访故事”

征文获奖代表颁奖。“育子有方好家

长”获奖代表，房山区四零一学校学

生家长王雪佳从“尊重信任，与孩子

共同成长”“以身作则，创建学习型

家庭”“循序渐进，养成爱读书的品

质”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家庭教育

经验。“我的家访故事”征文获奖代

表，良乡第二小学青年教师陈佚然

以《我的新家访时代》为题，介绍了

自己在班主任工作中采取新方法、

新途径开展家访，拉近教师与学生

和家长的距离，通过家校合力促进

学生发展、班级管理的故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

中心主任谢春风表示，房山区组织

家长分享育人故事，体现了对家长

的尊重，唤醒了家长教育智慧与责

任；房山区做到家访 100%覆盖，提

升了教师的育人理念和教育情怀，

是可贵的经验和亮点。

此外，现场访谈以“对话·协同

育人的思考与实践”为题，邀请房山

区妇联主席焦迎彦、房山区成人教

育中心主任马连山、黄城根小学房

山分校家长代表杨婷婷共同分享协

同育人的思考、经验、做法。各位代

表在交流分享中一致认为，学校、家

庭和社区是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

环境，只有各方紧密合作，才能更好

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房山区教委主任郭冬红表示，

在新时代背景下，区教委将全力做

好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顶层设计，强

化统筹协调，引领推动相关部门密

切合作，不断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机制建设的实践和成果。未

来，房山区将进一步打造校家社协

同育人共同体，联合各部门共同促

进全区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再上新

台阶，共同构建良好的育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