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

课程教学改革及教学评价

蒋建伟



聚焦数字中国，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



聚焦数字中国，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 强化需求牵引，深化融合、创新赋能、应用驱动，

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

型和智能升级。

• 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创新数字资源供给模式，丰富数字教

育资源和服务供给，深化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应

用，发挥国家电视空中课堂频道作用，探索大中小

学智慧教室和智慧课堂建设，深化网络学习空间应

用，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学生评价方式。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不是一般策略问题

是影响甚至决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实现高等教育学习革命、

质量革命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创新路径；

事关在新一轮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中，中国能否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提

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关键；

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实现从全面并跑到战略领跑的重大突破；

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真正适应普及化阶段质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

个性化、治理现代化需求，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吴岩，“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2.06.06，《中国教育报》



推进教育新基建，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

•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

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信

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

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 要以教育新基建促进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推

动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教

育高质量发展。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7/t20210720_545783.html



推进教育新基建，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

信息网络

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专网

升级校园网络

平台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

构建新型数据中心

（省级教育云）

促进教育数据应用

推动平台开放协同

升级网络学习空间

数字资源

新型基础设施

开发新型资源和工具

（课程教育资源）

优化资源供给服务

（数字图书馆等）

（学科知识图谱）

提高资源监管效率

（AI把好准入关）

（个性化有偿服务）

智慧校园

新型基础设施

完善智慧教学设施

建设智慧科研设施

部署智慧公共设施

（AI 赋能平安校园、

键康校园、绿色校园）

创新应用

新型基础设施

普及教学应用

（探索新型教学方式）

（自适应个性化）

创新评价应用

（信息化评价工具）

拓展研训应用

（教师培训、教研、评估）

深化管理应用

（AI+大数据+OA）

可信安全

新型基础设施

增强感知能力

保障绿色上网

推动可信应用

健全应用监管



智慧教育 https://www.smartedu.cn/



智慧高教：汇聚全网优质资源

• 课程

• 2.7万多门优质在线课程（对接20多个在线课程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汇聚、跳转学习）

•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 从ilab-x优选300多门虚仿实验课程 ，信息汇聚、跳转实践）

• 教材

• 马工程教材（清单、基本信息）

•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清单、基本信息）

• 教师教研（教师专业发展、虚拟教研室、思政课备课资源）

• ……

• 未来可期

• 学习中心、教学中心、……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推动教育培养目标和内容的发展与变革。经过教育信息化1.0和

2.0的建设，我国数字技术与教育经历了起步、应用、融合、创新四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融合与

创新并存的时期，是教育信息化的特殊阶段——教育数字化转型

源自：黄荣怀，杨俊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实践路径[N].中国教育报，2022-04-06（4）

树立数字化

意识和思维

• 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

改变传统的工作思路

和流程，树立数字化

意识，实现数字思维

引领的价值转型；

培养数字化

能力和方法

• 教师、学生及教育管

理者的数字化能力的

培养，这是数字化转

型的基本能力；

构建智慧教育

发展生态

• 涉及数字战略与体系

规划、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技术支持的教

学法变革、技术赋能

的创新评价等；

形成数字治理

体系和机制

• 对教育治理的体制机

制、方式流程、手段

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

性重塑。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战略层面

• 根本任务是价值观

的优化、创新和重

构，以形成组织和

机构的数字化意识

和数字化思维为目

标；

系统性变革

• 涉及教育全要素、

全流程、全业务和

全领域的数字化转

型，要推动智慧教

育生态的形成和发

展；

核心路径

• 数字能力建设，既

包括学生和教师的

数字能力建设，也

包括教育管理人员

的数字能力建设；

关键驱动要素

• 是数据，易用、可

用、好用的数字教

学平台和工具的广

泛采纳是数据采集

基础，平台的互操

作性是基本保证。



全要素

• 涉及教与学过程中的各

个要素，包括培养目标、

教育内容、教学模式、

评价方式、教师能力、

学习环境等；

全业务

• 涉及教育管理过程中的

各个方面，包括发展规

划、课程教材、教师发

展、学生成长、科技支

撑、教育装备、国际合

作、教育督导、教育研

究等；

全领域

• 涵盖基础、高等、职业、

成人与继续教育以及社

会培训等教育领域，同

时也兼顾城市和农村等

地域均衡公平；

全流程

• 涉及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包括招生与选拔、教学

与课程、培养与管理、

升学与毕业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

高等学校

• 高等教育机构是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发起者和保障者。

• 需要参与其中的学校领导、管理人员、教师、技术服务人员、校外支持力量等各类主体发挥主动变革的作用；

• 从目标与规划、组织机构、政策与规范、教学支持服务、技术环境、人员数字化能力、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系统

的组织实施

专业

• 专业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是为社会提供适用人才，支持学生更加个性化的发展。

• 高等院校专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体现在：专业人才从特定性到连通性、专业领域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专业办学从

独立性到协同性、专业认证从僵化转为灵活等。

• 专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资源、专业建设环境与平台、专业实验实践教学基地等方面

进行推进。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

课程与教学

•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课程与教学。

• 数字技术融入课程与教学，使课程目标、学生、课程内容、教学活动、学习评价与反馈、教师和教学环境的内涵得

到极大扩展，它们之间关系也将全方位拓展。

• 课程开发将与社会人才需求对接实现全过程重构。

• 教学系统更加开放、复杂、动态化，教学内容即知识生成与传播动态化、群体化，教学场景在时空上极大拓展，教

学形式转向多种形式的混合教学。

教师

•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也是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 数字技术对教师教学能力内涵及构成要素的扩展体现在四个方面：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意识、素养、能力和研究。

• 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发展需要政府部门层面的引领、社会组织层面的多方协同、高等院校层面的培训与发展、教师

层面的自我赋能学习等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

学生

•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数字时代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 产业数字化转型凸显了数字素养在学生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各种新兴技术的演进重构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认知方式。

• 需要创设数字化和自适应的学习情境，提供多样化和智能化的开放教育资源，构建开放化和社会化的学习共同体，提

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以适应数字时代学生的学习需求。

教学质量保障

• 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之本。

• 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目标从单一性转向多样化，功能由评级转向预警，内容由分散转向整合，评

价标准的覆盖范围由阶段性、片面性转向全过程、全方面，方式由定期转向常态化、由抽样转向全量，流程由封闭转

向开放。



挑战与对策

• 挑战1：技术变革带来的数字鸿沟

• 挑战2：高等教育教学体系已有惯性的制约

• 挑战3：教学管理与决策基于直观经验

• 挑战4：专业领域单一并缺乏灵活的学分学位认证体系

• 挑战5：传统的班级和课程制度限制差异化教学的发展

• 挑战6：教师借助数字化创新教学的实践能力不足

• 挑战7：学生缺乏数字化学习的自我管理能力

• 挑战8：碎片化学习带来的盲目性和选择困境

• 挑战9：已有教育理论难以指导数字时代的复杂教学实践



数字化自适应学习系统框架

目标课程体系

课程评测体系

知识图谱

能力图谱

题库
课程学习资源

内容 实验

模型与算法

学习行为规范

技能图谱

作业

评估系统

学习系统

数据



个性化学习场景下的在线课程

个性化学习与“标准化”课程之间的矛盾

• 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资源标签

• 基于不同起点的个性化学习路径

• 基于前题结果的后题推送

• 基于能力的精准路径推送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课程教学改革



两性一度



教育数字化正在向全领域渗透

学习资源

学习空间

学习评价

学生成长

教学管理

教师发展



疫情倒逼线上教学，变被动为主动

用好“智慧教育平台” 用足在线课程平台

以混合式/翻转课堂促进自主学习、课堂变革

做好教学设计 注重课程内容重构



混合式教学正在成为未来教学的新常态

• 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教学。

• 通过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可以把学习者的学习由浅到深地引向

深度学习。

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

• 为学生创建一种真正高度参与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 学习的本质与内涵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不仅需要共性的、标准化的知

识习得，更追求个性化知识与创造性知识的自我建构与生成。

体现学生中心

• 不是简单的学习方式的组合

• 是线上学习、线下学习充分融合，带来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变革的新的学

习范式。

新的学习范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的基求要素

• 慕课（MOOC）、专属在线课程（SPOC）或其他在线课程

• 引用国家级、省级线上一流课程

•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线课程平台、智慧教育工具、学习数据）

基于在线课程

• 结合本校实际，对课程进行内容重塑、资源重构，形成自己的教学逻辑

• 服务课程目标、结合学情、因材施教，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学习任务

• 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变革

立足教学需求

• 线上自主学习，尤其是安排20%-50%的教学时间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

• 线下课堂教学，启发式、案例式、探究式、项目式学习，提升高阶性

• 线上线下课后反思、巩固、内化，拓展学习

变革教学模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要求

• 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因材施教

• 强调课程内容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示范辐射作用
面向教学

• 注重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改革

• 关注创新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落实情况，以及使用新型教学方式方法

取得的学习成效

注重实效

• 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一流课程建设

• 主动对接国家、区域、行业人才培养需求，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

的教学资源以及创新性教学方式方法应用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广泛参与



为什么要做混合式教学
目标层次一：有质量（深度学习）

教学目标 教学策略 教学难点 混合式教学解决方案

整合性知识

学科能力

综合素养（价值）

探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

生成性教学、PBL等
核心目标如何达成？

先学后教

层层递进

迁移应用

目标层次二：公平（个性化学习）

教学目标 教学策略 教学难点 混合式教学解决方案

个性化学习与成长
支架式教学

分层教学

如何发现学生的差异？

如何分层教学？

以学定教

分层教学

因材施教



有灵魂的教学设计

源自: 冯晓英等. “互联网+”时代混合式学习设计的方法策略[J]. 中国远程教育,2020（08）

• 策略一

• 明晰的灵魂性目标、有灵魂的混合式教学

• 有效、高效教学的根本保障

• 策略二

• 线上、线下、现场教学相辅相成，有机融合

• 高效教学的关键

• 策略三

• 开放式的学习活动、真实的学习体验

• 有吸引力的法宝

• 策略四

• 数据驱动的学习分析，基于学情分析的分层教学

• 集体教学的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成为课程

④

个性化

②

高效

①

有效

③

吸引力



做好课程目标的顶层设计



跨课知识图谱



能力图谱与知识图谱

岗位-能力域-能立组-能力项



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矩阵

源自: 中软国际教育集团 · “智云衡”教学质量管理系统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基于能力的学业评价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  能力项集

能力项集  课程任务（作业/项目/考试等）

子目标1 子目标2 子目标3 子目标4 子目标5

能力项1 5 3

能力项2 2 3 2

能力项3 3 3 2

能力项4 4 3

能力项5 3 4

岗位胜任力要求

源自：中软国际教育 · 智云枢系统



基于能力的学业评价

能力项1 能力项2 能力项3 能力项4 能力项5

学生1 3.5 4.5 4 3 4

学生2 4.5 4 3.5 4 5

学生3 4 3 3 4 4.5

学生3 4 4 3.5 3 4

学生4 3.5 3.5 2.5 4 3.5

学生5 4.5 3.5 4.5 5 4.5

能力项1 能力项2 能力项3 能力项4 能力项5

作业1 5 3 2

作业2 2 3 4

作业3 1 2 3 4

项目3 4 3 2 1

项目4 2 2 4 3



凝练课程核心目标，形成课程教学的灵魂

课程是否有核心目标？

核心目标

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价值塑造



如何凝练课程的“核心目标”



两性一度



如何凝练课程的“核心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

(1) 理解理论力学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基本概

念与理论。能够掌握理论力学经典分析与计算机辅

助分析两种方法。

(2) 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具备对工程对象正确建立

力学模型的能力；对这些力学模型进行瞬时和过程

分析的能力；对分析结果判断正确与否的能力。形

成力学的逻辑思维方式、解决复杂工程力学问题素

养。

(3) 具备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源自：上海交通大学刘铸永-理论力学（第三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特等奖）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

知识：理解理论力学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基

本概念与理论。归纳理论力学经典分析与计算机辅

助分析两种方法。

能力：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具备对工程对象正确

建立力学模型的能力；对这些力学模型进行瞬时和

过程分析的能力；对分析结果判断正确与否的能力。

以力学逻辑思维及方法，解决具有一定复杂度的工

程力学问题。

价值：具备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合理引用优质资源



智慧教育 https://www.smartedu.cn/



如何使用在线课程

在线实验

企业资源/案例

虚拟仿真实验

SPOC

MOOC 的作用

帮助老师上好

他自己的课

促进学生

主动学习

MOOC + SPOC + 本校教师



如何引导学生达成课前学习目标

不要把学生是否看视频这件事看得太重，不计成绩或者最大限度降低计分权重。

• 看看都懂，做做都不会？

• 自主学习之后，一定要有产出，以诊断性评价来检验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目标的达成。

产出（可以计分）

• 练习（不要出水题）

• 主题讨论（老师精心设计的讨论，人人要回答）

• CBL、PBL

教师基于诊断性评价备课、备学生，规划、调整线下课堂教学活动



如何引导达成课前学习目标学生

源自：上海交通大学刘铸永-理论力学（第三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特等奖）



结合本校实际，重构课程【案例】

源自：莆田学院 陈青青 《数据结构与算法》

SPOC视频

补充视频

知
识

点
一

知
识

点
二 知

识
点

三

补
充

视
频

一

补
充

视
频

二
一

补
充

视
频

三

补充视频搭建支架
帮助理解

如：视频学习支架



结合本校实际，重构课程【案例】



结合本校实际，重构课程【案例】

企业工程师视频

先修基础补充视频

重难点解析补充视频

实践讲解补充视频 算法动画库 习题库

拓展资源库



考核评价设计对标课程目标



有效开展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评价什么

•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的

评价应包含线上、线下

两部分

• 是对某个学习活动的过

程或成果的评价

评价主体-谁来评价

• 通常可选择由学习者自

我评价、同伴评价或教

师评价

评价方式-如何评价

• 如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评

价或面对面评价

• 书面评价或口头评价

• 正式评价或非正式评价

等



如何有效开展教学评价

过程性评价所具有的诊断功能，

应强化评价对教育过程的反馈效应；

促进评价对教育目标的服务功能；

增强评价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助推作用。

源自：上海交通大学肖雄子彦-深度学习算法与实践（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特等奖）



有效开展教学评价

源自：清华大学马昱春-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第三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特等奖）



如何有效开展教学评价

源自：Dwayne Harapnuik. Assessment OF/FOR/AS Learning. https://www.harapnuik.org/?p=8475

https://www.harapnuik.org/?p=8475


Assessment Of Learning/For Learning/As Learning

源自：Dwayne Harapnuik. Assessment OF/FOR/AS Learning. https://www.harapnuik.org/?p=8475

https://www.harapnuik.org/?p=8475


如何有效开展教学评价



基于OBE的学业评价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  能力项集

能力项集  课程任务（作业/项目/考试等）

子目标1 子目标2 子目标3 子目标4 子目标5

能力项1 5 3

能力项2 2 3 2

能力项3 3 3 2

能力项4 4 3

能力项5 3 4

岗位胜任力要求

源自：中软国际教育 · 智云衡系统



基于OBE的学业评价

能力项1 能力项2 能力项3 能力项4 能力项5

学生1 3.5 4.5 4 3 4

学生2 4.5 4 3.5 4 5

学生3 4 3 3 4 4.5

学生3 4 4 3.5 3 4

学生4 3.5 3.5 2.5 4 3.5

学生5 4.5 3.5 4.5 5 4.5

能力项1 能力项2 能力项3 能力项4 能力项5

作业1 5 3 2

作业2 2 3 4

作业3 1 2 3 4

项目3 4 3 2 1

项目4 2 2 4 3



基于OBE的课程达成度分析



谢谢您的关注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