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赋能为高校教育教学
以及创新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数
字化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背景下，泰
河中学作为无数致力于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的普通高中，在不断

探索创新，努力深入数字化赋能
教育教学，推动教育教学创新发
展和教育质量提升。但要如何真

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高质量
教育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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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调查研究
——以泰河中学为例

北仑区泰河中学 张思琪

近两年，教育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工作在不断摸索中前行。甬城校园中，教师们主动拥抱数字技术，积累了
不少经验，为此，《现代金报》明州教育（理论）联合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诚邀广大一线教师、校长、教研员
等教育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分享自己在“教育数字化”中的思考与研究。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文，以飨诸位。

【摘 要】长期以来，信息技术仅仅被当作教育工具，这种狭隘观念限制了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

的实践效果。数字化建设是教育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化引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变革革新，以数

字化建设，适应世界发展潮流，为国家人才增优提质是当前教育发展的要务。要通过数字化赋能教

育教学，实现协同育人，从而发展新型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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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数字化是国家战略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
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学习型社会是以
学习者为中心，打造智慧学习环境，

最终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然
而，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项繁重的工
程，涉及层面广，需要以数字化推动
教育变革，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坚

实保障。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李伟涛看来，提出此战略的主
要原因是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提升全体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开

发水平的战略部署，本质上是建设
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为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奠定牢固基石，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二、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的意义

（一）数字化赋能实现个性化
学习

学校通过发展数字教育，让不
同层次的学习者都能按照自己的
能力和程度参与学习。

数字化赋能教育可以打破传
统办学模式，通过数字化分析找出
最适合学生的教育教学内容、策略
方法，将学习教育资源与个人需求
统一，制订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同
时，数字化赋能教育将为学生的考
试和评价提供客观量化的证据，从
单纯学业水平表现转变为学生的
综合素质评价，通过大数据分析学
生的学习过程和自我发展情况。泰
河中学通过学之路等网站，记录学
生在高中期间的各学科成绩，成长
谈话记录，对学生进行数字化的记
录和管理，使得学生三年成长之路
一目了然。

（二）数字化赋能促进教育公平

数字化赋能直面人民对公平
教育的需要和教育不平衡的矛盾，
既能促进优质资源的集中，也推进
教学资源的信息化和共建共享，努
力让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数字化赋能教育，各校间可以
利用数字平台建立良好合作，形成
教育合力，开展同步课堂，共享教
育智慧。泰河中学以信息技术赋能
教学，投资新建微机室、录播室等
等以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积极探
索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教研模
式改革，创新开展网络教研、远程
教研、主题教研等活动，组织开展
教育信息化提升工程，实现优质教
育资源互联共享。

（三）数字化赋能促进校园管理
数字化赋能让校园日常管理

更加精准有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化

为推进疫情防控和科学管理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笔者所在的学校通
过钉钉“健康打卡、智能填报、疫情
实时跟踪、科学管控”，打造校园疫
情防控数字化管理模式，有利于提
升管理和防控效果。学校还投资安
装人脸识别系统，通过采用人脸识
别、数据同步等技术手段，实现对
学生晚归未归、请假、门禁等数据
的严格把控。

（四）数字化赋能职业生涯教育
职业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终

身教育。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对我
国职业生涯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就要求职业生涯教育紧随数
字经济潮流，及时更新教育内容，
尤其要注重个性化的多元智能开
发。以数字化建设实现变轨超车，
以数字化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平台
推出了生涯规划的课程，以兴趣、
特长、成绩等一系列数据的分析结

果为辅助，制定出最适合学生未来
发展的生涯规划课程，让学生的学
习更加具有针对性、目标性，提高
学习质量和效率。

（五）数字化赋能开创学习新
模式

教育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勇于
创新，大胆尝试。借助数字化技术能
丰富教育教学形式，提升教育教学
效果，让教育展现出新的文化生命
力。运用智能交互、多媒体互联等技
术，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形成教育
新模式。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开启
了线上教学的进程，催生了教育形
态变革,加速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各
学校纷纷搭建线上教学平台,教师
化身“主播”,开展“云教学”,基于

“云端”开展教育教学。泰河中学在
疫情期间以 e网通平台为辅助工
具，停工不停学，旨在提高网络课堂
的效率，保证信息化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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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赋能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数字化管理水平有待加强
各职能部门建立的信息系统

大多立足于自身需求，未能形成统
一的数字化建设标准，缺乏有效的
组织和管理，数据越多管理难度越
大，形成恶性循环。以泰河中学为
例，学校在门卫和宿舍建立人脸识
别系统，但是学生信息和人脸采集

不能做到准确对应，同一个人在刷
门禁时可能会显示其他人的信息，
甚至在进门和出门时显示的是两
个不同人。学生请假后，机器采集
到该学生脸部信息依旧不会有提
示和反馈。学校数据资源缺乏有效
的组织和管理，不同部门之间难以
形成合力。

（二）数字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学校在日常工作中重视数据

的收集，但缺乏对数据的分析和
应用，数据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
例如在疫情防控和管理中，学校
需要追溯学生的健康状态，而健
康打卡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信息
来源。但在实际运用中，管理人员

只注重收集信息，缺乏对信息的
分析。同时，每个部门之间需要上
报的数据不一样，有些数据又会
动态变化。例如学生的实时健康
码统计、疫苗接种情况统计等，数
据的价值无法得到真正发挥，数
字化服务的精准化水平就得不到
有效提升。

四、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的发展策略
（一）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管理
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这主

要体现在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中，例
如，一卡通充值、网上电话费缴纳、
请假情况以及实时查看寝室内务和
垃圾分类成绩等。在智慧校园建设
中，还要结合后勤管理的特点，开通
后勤各项业务，既面向师生提供服
务，又加强后勤管理，促进后勤服务
能力提升，相互优化。努力打破数据

割裂问题，学校应通过合理规划流
程，推动学校事务网上办理一体化。
通过学校各部门协同合作，改变零
散状态，强化资源共享。例如，针对
学生门禁系统的管理，可以实现请
假系统与人脸识别系统的共通，有
效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安全问题。依
托校园公众号，开展师生服务，使之
可实现校园一卡通、智慧校园、学工
系统等查询办理功能，成为一个兼

具科研、教学和生活服务的公众
号，有效解决在校学生的问题，提供
更加便捷的服务。

（二）数字化赋能构建智慧教室
学校可以更加妥善应用 e 网

通、翻转课堂等资源，开展线上与
线下相互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为
学习提供高效环境，让学生在家期
间，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学习资源。
也可引进硬件设施，创新课堂教学

模式，开启智慧校园。例如，在课程
建设中引进平板，进行平板教学，
有疑问可直接与老师进行视频和
语音互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
课堂教学。课后作业也通过平板进
行完成和批改，按照教学评价需求
来设计软件系统，简化教师工作，
改变教师繁重的作业批改和成绩
统计难题，同时又能够全面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

五、总结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