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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教育的内涵不只是要上好课
一样，智慧教育改变的，也不仅仅是教
育资源、教学方式的变化。

研究现代信息技术，采购学校管
理服务端、教师服务端及学生共享智能
终端等场景化应用，引导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积极参与学校信息化建设⋯⋯这
一年多来，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校长
伊柏权思考最多的是，如何通过智慧
教育，让每个孩子成就最棒的自己。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喊了很多
年，但很多家长看重的还是孩子的学
业成绩，怎么应对？学生全面发展，靠
什么来衡量与助推？学生教育、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如何形成合力？这是
困扰伊柏权许久的问题，数字化应用
平台让他找到了解题的思路。

在黄龙第一小学，孩子们课堂举
手频次、帮助同学行为、打扫教室是否
认真等，都会被一一记录并赋予积
分。孩子们回家后，老师也会引导家
长，对孩子帮助家长做家务、认真锻
炼、做公益等行为进行记录。

“孩子们通过表现赢取积分，积分
可以兑换学校提供的各种增值服务，
并与学生的期末荣誉挂钩。”伊柏权告
诉记者，他们通过采集学生在学业、运
动、德育、劳动等过程性评价数据，形
成学生画像、班级画像、学校画像，大
数据精准分析溯源教育教学中的优缺
点，促进教育教学改进，为教师和家长
调整教育教学治理方式提供可信的决
策依据，最终为学生提高综合素养指
明努力方向。

“学校要求孩子回家后多运动，以
前孩子经常偷懒，现在通过数字化应
用平台，看到每天班级其他同学都按
时跳绳打卡，无形中感受到了一种紧
迫感，想偷懒都难。”黄龙第一小学的
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类似的智慧应用，在鹿城区不少
幼儿园内刮起了育人模式变革旋风。

在温州市第五幼儿园，“云呵护”
系统已打通了卫健系统的数据。孩子
们请假去医院就诊的结果，会实时同
步到“云呵护”系统。这些数据，最终
形成了一张张分析报表，不仅有幼儿
园面上孩子情况的报表，也有孩子个
体发展的健康报表。

“‘云呵护’系统能够采集汇总幼
儿出勤动态、提供病事假数据、体检报
告等，为家长和幼儿园分析幼儿个体
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达
成幼儿园与市区平台数据互联互通，
实现数字化管理。”温州市第五幼儿园
集团园长林艳告诉记者，“根据报表内
容，幼儿园会统一调整孩子们的营养食
谱。比如，统计显示近期咳嗽的孩子
多，营养师就会及时配置川贝雪梨等营
养水。与此同时，数据也会精准锁定部
分体弱的孩子，保教人员在照顾这些孩
子时多上心，运动出汗多就增加换吸汗
巾的频率，午睡起床及时添衣，为幼儿
健康成长筑起安全屏障。”

此外，鹿城区教育局还同步推出
了“云慧玩”，主要利用互联网与物联
网相结合的技术打造智慧活动空间、
追踪幼儿游戏活动中的行为与语言，
通过数据采集，形成幼儿成长个性化
评价。教师依据幼儿的成长评价，提
出更为有效的教学策略，达到幼儿园
课程质量的全面提升。“‘云慧玩’应用
带来数据上的融会贯通，最终打通的
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堵点，从而为他
们的全面均衡发展赋能。”鹿城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

点上的经验，经过探索应用，在更
大范围发挥作用，温州结合《打造教育
高地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温州市教育“数字大脑”建设实施方
案（2020-2025 年）》《温州“未来教
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目标任务，
印发了《温州市创建国家“智慧教育示
范区”实施方案》。经过一年创建，9
月，温州举办了全市教育领域数字化
改革应用创新大赛，30 个优秀教育数
字化应用的典型案例在应用比拼中决
出，并分类为“数据驱动教育治理模式
升级”“技术浸润课程教学范式变革”
和“智能引领未来教育生态重构”，集
成发布《2021 温州智慧教育发展报
告》。这些成果，下一步将以“全打通”
模式在更大范围内用于提高智慧教育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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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
建试点区域，温州充分利用数字化改
革的“船”和“桥”，在共同体建设、资源
供给、数据驱动、育人模式等方面，做
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温州的实践
足见“智慧教育示范区”重在融合创
新，尤其在“双减”要求下，以智慧教育
赋能教育质量提升迫在眉睫。

建议持续在优质资源供给模式
优化、教育评价方式变革、课堂教学

模式创新等方面着力，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确保课内学足学好，助力城乡

“双减”；发展“人工智能+教育”，借
力人工智能共同赋能城乡教师、学
生、课堂、课程、学校，支撑创新人才
培养；做好经验凝练、积累和推广，形
成示范性经验、案例和规范，在浙江
乃至全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和教
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

(作者系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
区”创建项目专家组成员）

智慧教育重在融合创新

“下面进入闯关环节，会的小朋友
举手哦。”课堂上，精心设计的“科学王
国历险记”，迎来了城乡两校孩子争先
挑战，在此起彼伏的发言中，大家互相
学习探讨。

这是温州市鹿城区南浦小学学生
与泰顺县垟溪小学同上一堂课的场景。

作为城区的学校，南浦小学师资
优质、新老搭配结构合理，而山区学校
垟溪小学教师则普遍偏年轻、缺乏经
验，校与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如何打
破？几个摄像头、一根网线，透过大屏
幕，虚实结合，温州借助“5G+4K”技
术，让城乡两地的孩子们走进同一个
课堂。

课堂上，南浦小学老师不仅能清楚
地观看到泰顺孩子们脸上的表情以及
肢体语言，泰顺的学生也能隔着屏幕和
老师进行互动。

课后，依托互联网平台，南浦小学
的老师同步批改、点评垟溪小学孩子的
作业，并挑选出优秀作业，与南浦小学
孩子的优秀作业一起展示。

“越来越感到，我们就是一个大家
庭。”南浦小学校长李碧告诉记者，在系
列同步课堂推出前，他们通过线上平台
向垟溪小学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到泰顺
学校缺少美术、英语、科学等学科的专
职老师，南浦小学在安排同步课堂时更
多地倾向于这些学科，“泰顺学校的老
师在我们学校的教研群内，泰顺的家长
也在我们学校的家长群内，孩子们课后
继续交流，共同促进。”

垟溪小学教导主任林梦江对此感
同身受。她说，南浦小学的教学助力，
有力弥补了垟溪小学部分学科师资力
量的不足，新技术助力下的常态化交流
机制，让垟溪小学的教师们得到了更好
的成长。

温州通过以区域结对的方式建立
跨区域教共体，用数字化手段加快教
育资源向薄弱地区流动，让不同区域
间 的 教 育 资 源 均 衡 起 来 。 目 前 ，鹿
城-泰顺、瑞安-文成等试点已经显现
成效。

今年，温州市域内还将新增185所
结对学校。而在各县域内，温州提出了

“年内实现全市义务段乡村学校、镇区
学校教共体全覆盖”的目标。在新型教
共体方面，温州也探索出了“线上 1 所
学校支援线下多所学校”的学科互联网
学校模式，也就是线上汇聚全市优秀师

资形成1所援教学校，常态支援乡村缺
师资的学科教学。援教科目从传统语
数英拓展到了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
其他学科。

打破的，并非只有学校与学校之间
的“围墙”。在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学校，
学乐云资源中心已经成为56名教师的
重要备课工具。学校校长并兼任学校
语文任课老师的赵沛龙，过去每堂课的
备课工作，仅资料搜集就要花费1个多
小时。而依托学乐云资源中心，输入课
件主题，会自动关联上海、杭州等地知
名学校的课件以及资料供参考，不仅将
老师从传统繁琐低效的纸质办公中解
放出来，还拓宽了教学视野，提高了教
学质量。

“数学、科学等动态、直观的教学
工具都可以在软件中找到，教师可以
编辑文字、设计图形，从而让复杂的知
识点变得浅显易懂，制作出更受学生
欢迎的 PPT 课件。”赵沛龙说，不像曾
经，有时候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
得云里雾里。

而让赵沛龙头疼不已的教师课件
质量把关难，也迎刃而解。

“以前只能依靠随机
抽查，现在我们要求
每个老师把课件
共享到学乐云资
源中心，不仅可
以实时掌握老
师 们 的 备 课
情况，而且我
们还引入了
互 评 机 制 ，
从而倒逼老
师在课前做
足准备。”

智 慧 教
育，正悄然改
变着这所山区
学校。“如今，学
校教师也能从教
研比赛中捧回省市
乃至国家级大奖，而
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
的事情。”赵沛龙感慨。

打破学校“围墙”

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最终目的
是为了打造高品质教育。

如今在温州，不少校长有了首席
信息官（CIO）这个新头衔。首席信息
官，是个什么官？

作为学校首席信息官，温州大学
附属第一实验小学校长林培明考虑
的是，在“双减”背景下，怎样用好数
据为孩子们架起通往浩瀚知识海洋
的桥梁。

校园里的一片种植田成了“试验
田”。这片面积达 1.83 亩的“智农苑”
内，以班级为单位，划分为不同的种植
区域，由每个班级负责打造属于自己的
农场。挖坑、埋土、浇水，新学期伊始，
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四（4）班
的学生在教学楼顶种下一株株草莓苗。

“类似的劳动实践课，不少学校均
有开设，按照过去的教学经验，老师们
往往会边示范种植动作，边讲解科学
知识，但这样难以激发孩子的主动探
索欲。”林培明告诉记者，他们一方面
打造集智慧温室、智慧灌溉、智慧光
伏、智慧气象站、智慧二十四节气直
播、智慧共享厨房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智慧农场，另一方面对教师进行集体
培训，引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让孩子
们从简单肉眼观察转化为观察与收集
环境气候变化、浇灌作业记录、环境影
像等数据并重，激发孩子好奇心、培养
孩子科研兴趣，并让科学课程教学的
评价有了更量化的标准。

“智农苑”设立一年来，伴随着一株
株小作物的茁壮成长，孩子们的科学梦
想也在萌芽。在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挑
战赛、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温
州市科学三分钟演讲比赛等比拼中，温
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接连斩获大
奖。但在林培明看来，更让人欣喜的
是，课堂上刨根问底的孩子们多了，课

后围着老师请教科学知
识的画面也

多了。

温州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
中，全域实施校长担任首席信息官

（CIO）制，目的是以最快速度让整支
教师队伍适应数字化改革，提升核心
素养，推动传统的经验教学向数据教
学转变。

为什么要让学校校长成为首席信
息官？

温州市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侯元东
告诉记者，智慧校园的创建是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一项综合改
革，是学校的“一把手”工程，校长策划
和推动的效果最为直接。以学校首席
信息官制度为总牵引，温州建立以学
校首席信息官（CIO）为龙头、信息化
微团队为引擎、学科智慧教育骨干教
师为主体的智慧校园创建实施体系，
能够更高效、科学地推进智慧教育为
教学提质。截至目前，温州全市已建
成智慧校园 175 所，在创智慧校园达
标校 296 所，其中智慧校园 2.0 学校

116所，预计到2025年实现全域覆盖。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之下，一些

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重复练习已
经掌握的知识点。眼下在乐清中学，
学生将日常的作业、测验、练习等通过
平板或高速扫描仪采集录入系统，系
统自动分析各知识点掌握情况，生成
学生个人“专属”的学习分析报告及错
题集，并针对知识薄弱环节推送个性
化辅助资料，做到精准学习。

“教师不再依赖经验教学，取而
代之的是一项项数据。”该校信息处
主任孙春飞告诉记者，以前教师凭自
己对知识难易点的认知开展教学，难
免出现偏差，如今，智慧教学系统会
根据各次测试的数据分析，生成班级
学情报告，帮助教师开展教学诊断，
让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环境的创
设、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确
立、教学方法的确定和教学效果的评
估更加精准化。

校长变身CIO校长变身CIO

专家观点

“小朋友，请就位！”新学期，温州
市第五幼儿园来了一台会说话的智能
机器人，在与孩子们“举手、张嘴”等互
动中，完成测温、口腔检查等入园晨
检。传统的晨检由保健老师人工完
成，如今机器人的加入，可以让晨检变
得更便捷、高效。

创建国家级“智慧教育示范区”
一年来，温州有了越来越多的智慧教
育应用场景，校园变聪明，管理更科
学，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指出，要“利用
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成为推动
教育教学模式转变和创新人才培养
的重要战略。

目前，全国已有18个地区入围国
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名单，温州是
我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一年来，温州在
智慧教育创建中，推动学习环境的融
通、教学模式的变革、学生综合素养的
多维评价，让教育更加均衡高质量发
展。近日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
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公布了区域建设
类优秀案例，“温州‘六大行动’推进智
慧教育迭代升级”名列其中。

连日来，记者走访温州多地学校，
实地探究插上数字化翅膀的教育背
后，有着怎样的智慧密码。

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智慧种植区学习二十四节气知识。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智慧种植区学习二十四节气知识。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温州市第五幼儿园的孩子通过晨检机器人检查身体。

乐清中学学生结合个性化学习分析报告及错题集，进行精准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