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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个性化的数字
校园像搭乐高一样有趣”

——打造数字基座一
号工程，构建可生长的教育
生态

宝山区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积极探索“新环境、新体系、新平台、新模

式、新评价”，助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发

展。在夯实数字基建的基础上，宝山区

全力打造“未来宝”这一教育数字基座，

保障其供需完备，顺利发挥其组织管理

功能，加强其数据传载交流功能，为教师

日常办公减负增效。

在应用需求侧，“未来宝”共计覆盖

全区各级各类教育单位336个，认证/互

动教师1.34万人，注册学生17万人，激

活家长24.51万人，日均家校互动人数达

到10万余人，日均家校互动消息1.4万

条，极大地覆盖了教师日常工作所需。

在应用供给侧，“未来宝”目前已对

接应用厂家50家，超100个应用上架，开

放30个公共接口，已发布第三版应用中

心标准接口及应用接入规范，服务被调

用80多万次。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保持

良性竞争，充分激发企业优化产品的主

动性与积极性，推动数字产品和手机操

作系统一样更新升级，保障“未来宝”成

为教师的“日用品”而非“消耗品”。

“未来宝”的搭建，让教师的日常工

作更便捷、家校互通更贴心。基座拥有

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共

享、数据管控、数据展示的一体化应用数

据服务，实现局校之间数据互通、各业务

系统间数据互通，高效联动，降低区校之

间数据采集与处理成本。同时提供消息

互通功能，局校家一键触达，方便教师做

好家校联系。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宝山教育先

行先试，还积极建设元宇宙背景下虚拟

学校应用场景。即通过元宇宙应用、编

辑器使用、场景搭建等10个方面培训，

使教师能够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特别

是元宇宙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和效果。

在20多所试点校内开展基于元宇宙的

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为学生提供更具

探索性和启发性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通过元宇宙技术的学习和

应用，开发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

培养教师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教育理念和

方法的能力，推动教育模式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数字化转型

便捷、低成本、高效率，宝山推出了可持

续生长、简单易上手的“低代码”平台，老

师们用少量代码或不用代码，通过简单

的拖拽、配置即可完成应用搭建，建设个

性化的数字校园像搭乐高一样有趣，像

做PPT一样便捷，得到学校和老师的高

度认同及广泛参与，实现了“花小钱，办

大事”。

让“  教师”走进课堂，
让优秀老师实现跨校上课

——构建智慧同侪课
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当新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习方式

会有什么不一样？求真中学的数学展示

课上，讲台上的授课教师除了求真中学数

学老师朱惠，还有另外两所学校的伙伴

——求真北校数学老师邬意灵、虎林中

学数学老师万妍青。三校老师打破时空

壁垒，同侪执教《生活中的百分比》一课。

无论是课前的前测练习，还是课中

的互动探究，或是课后的练习评价，三个

教室的师生在教育技术的辅助下，实现

了教学决策数据化、交流互动立体化、评

价反馈即时化，创设了数据驱动下的课

堂新形态——个性指导、动态分组。

这是宝山区探索建设“智慧同侪课

堂”的场景之一，这场具有创新性的教育

实验，在宝山区已经探索了三年多。而

这种“同侪课堂”，在求真中学的各学科

教学中均有体现。

物理课上，求真中学物理老师张玮

烨、朱佳楠跨校同侪执教主题为“力的合

成之重力”一课。两位老师通过智适应

数据对学生进行知识画像描绘和推送，

实现分层教学，学生们开展同侪实验探

究，分别展示大米和黄豆的重力实验，知

行合一中探索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据求真教育集团校长陈明宏介绍，

求真教育集团当下探索将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与课堂、育人、治理深度融合，

研发求真大脑之语文、数学、英语智适应

学习助手，努力探索未来学校的教学样

态与教育生态，打造“1+1+X”的智慧同

侪共同体，实现全学科覆盖、全员共参

与、全流程推进、全场景应用。

为解决优质教学资源分布不均的问

题，宝山区将名师专题课堂和远程网络课

堂进行融合，利用优质教师资源，辐射课

堂教学、课前课后教研，覆盖教师近1万

人，开展1+N跨校智慧同侪教学，与云南、

新疆等地跨校开展联合教学、教研活动，

实现了跨班、跨校、跨区域同侪教研。

“同侪课堂”带来的教育资源共享，

还辐射到课堂之外的中小学课后服务

中。放学铃声响起，宝山区中小学生迎

来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只见宝山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教师金飞与董君手中准备

好的白纸变起了“魔术”——薄薄的A4

纸变成了水管形状，竟然可以承重整整

两箱矿泉水！这样有趣的课后服务内

容，引得学生睁大眼睛、连连赞叹。更难

得的是，两位老师带来的《纸结构承重》

《白银方折纸——空间创意》科技拓展

课，在宝山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通过“智慧同侪

课堂”的建设，实

现了在宝山区第

二中心小学、宝

山区陈伯吹实验

小学、宝山区菊

泉学校、宝山区

虎林路第三小学

共享，让优质的

教育资源辐射更

多学生。

宝山区教育

局 局 长 张 治 表

示，作为承担教

育部人工智能助

推教师专业发展

试点区，宝山区

在推进集团化办学时，不仅通过教师流

动，让优秀的教师资源成为支持薄弱学

校改变现状的重要措施。此外，宝山区

还探索通过技术赋能，促进老师们的协

同进步。“过去，一个老师就是一节课、一

个班，在智慧同侪课堂的探索中，优秀教

师们形成了智慧共同体。”

“把简单的问题交给系统，
把复杂的问题留给课堂”

——探索知识图谱与智
适应，构建个性化学习体系

对于在线教学，上海师生已不陌

生。但是，如何提高在线教学的智能化、

个性化和精准化，如何确保学生学习的

专注度和兴趣度，仍是让很多老师头疼

的问题。面对上述问题，来自宝山区的

知识图谱团队历时多年研究实践，建立

了全国首套应用于课堂教学的高中生物

知识图谱，并设计了适用于线上和线下

教学的智适应学习系统。该系统已经在

上海市行知中学投入多年试点实践，在

学生学业水平等级考中，试点班级学生

A以上比例达到70.4%，在学习时间和学

习强度相同下，学业表现得到普遍提升。

该项目获评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

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并列为上

海市教育数字化“三大助手”深化应用项

目，成果辐射上海及其他省市的300多所

学校，8万多名学生获益。

“我们想通过智能系统挖掘每一个

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路径，让大规模因材施教成

为可能。”让智能系统更“懂”学生，吴淞

中学副校长闫白洋与团队建设了动态、

多维的、满足智能系统开发的高中生物

学知识图谱，并基于学生的学习大数据

建立了知识之间的定量关联，同时，首建

了指向素养提升的高中生物学智适应学

习系统，重构了课堂教学范式，使课堂更

加精准和高效。

这个特别的知识图谱，如何进行个

性化推送呢？

“比如说我买一支钢笔，它会优先推

送我墨水，就是基于100万个人买了钢

笔就有90万的人买了墨水，这样的话，

钢笔和墨水建立了0.9的关系。”闫白洋

认为，知识图谱与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推

送有着相似逻辑，比如知识一和知识

二、三、四关联系数分别是0.9、0.7和

0.5，知识一出问题的时候，将优先推送

和它关系最高的0.9的知识二资源。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能够看到自己所需

要的内容。

闫白洋与团队一起进行了主题为

《基于知识图谱的高中生物学智适应学

习系统开发与实践》的研究，成为2022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向全世界引荐的

优秀案例。生物学科知识图谱与智适应

学习系统等资源库成果在上海普陀、闵

行、虹口等区和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市

辐射推广。奉贤区全部高中应用生物知

识图谱及智适应系统，覆盖37名教师、

100个班、3710名学生。

在宝山区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中，

“学科知识图谱”是一大亮点。宝山区通

过教学资源智慧化改造工程，组织了

966名核心骨干教师，形成58个项目团

队，展开第一阶段多学科多维知识图谱

的建设和第一轮基于学科知识图谱的数

字化资源库建设，建立教师团队之间共

享的优质课堂资源库。

通过对“学科知识图谱”的构建与运

用，试点学校系统地在各知识点之间建

起关联，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将这些关联

进行定量化处理，使得知识图谱自适应

系统能根据整体学习数据，以知识点为

单位对班级和学生的学情进行诊断反

馈，推送个性化的作业和学习资源，将知

识储存在数据库中，把简单的问题交给

系统，把复杂的问题留给课堂，在班级授

课制下实现因材施教，大幅减少课业负

担，实现精准学习。

“未来的优秀教师必将
是善用人工智能的教师”

——以人机共教为切
入点，推进“双新”落地实践

当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在教育界，

人工智能能否取代教师的大讨论，一直

不绝于耳。对此，宝山区在教育数字化

转型过程探索中坚信：“未来的优秀教师

必将是善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为此，宝

山区在逐步实现资源库建设的基础上，

全区以项目助推、研用一体，全程、全力、

全面、全心完成多项数据驱动成果，以人

机共教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新课程新教

材“双新”落地实践。

基于《问题化学习20年：学与教的

变革》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宝

山区建立起以“问题”为贯穿线索的课

堂分析循证平台，在提供系统性反馈

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基于人工智能自

然语音语义技术，目前已构建国内外

经典及问题化学习特色的问题分类及

思维分析模型。构建了“学生学习”

“教师引导”“师生互动”“学科教学”四

个维度的课堂分析框架，为学校和教

师提供科学的、数据驱动的教学分析

工具，促进教学策略优化，提高教学效

果。项目已完成平台建设，并建立以

学习为中心的课堂循证指标体系。循

证平台覆盖全国16各省市自治区、全

学段 14大学科，共完成 851所学校、

8376位老师、27963节课数字化课堂分

析循证，收集了大量多维度课堂分析

数据，为大规模课堂质量分析与改进

夯实了基础。

此外，宝山区正全力推进“三个助

手”的常态化应用，重塑教学范式。一是

教师备课1帮1，智能备课助手链接线上

教学资源和备课工具，实现从“教师找资

源”转向“资源找教师”。二是课堂教学

1加1，智能教学助手以数据分析支持精

准教学，以互动工具深化探究体验，助力

教学方式变革。三是课外辅导1对1，智

能作业助手基于班级学情和个人学情进

行知识薄弱点分析，个性化作业推送，并

通过AI智能批阅大幅提升教师批阅效

率。目前，整年级常态化使用学校共9

所，如淞谊中学、宝山实验学校、上海大

学附属中学、宝山中学、行知中学、共富

实验学校、顾村科技园学校等;试点班级

学校20多所，如罗店中学、第二中心小

学、宝林路第三小学、第一中心小学、第

三中心小学、宝虹小学等。

其中，试点学校的数学和英语等教

研组针对“三个助手”开展的校本化常态

教研，从开始的“学用”“会用”，慢慢向

“用好”“用实”过渡，提升教师研修能力

的同时，同步提升教师对智能工具的使

用水平。

一组数据说明问题：目前教师智能

助手已在宝山区教师的日常教研教学中

常态化应用，覆盖教师用户数超过1万，

学生用户数近8万。在资源建设方面，

备授课资源数量达370.91万，习题数量

1369.82万，试卷数量64.13万份。各学

校使用智能教学助手平台发布智能检

测40.8万余次，作业提交学生数16443

万次，利用教学助手平台进行区级深度

融合比赛课，获得一等奖6人、二等奖

15人。

预警“小眼镜”“小胖墩”，
全方位为学生健康成长护航

——注重“五育融合”，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促进精准教学与评价，宝山区利

用智能化技术，根据多维素材对学与教

进行跟踪评价，以“德、智、体、美、劳、心”

6个维度进行数字画像信息采集，为提

供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提供数据基础。比

如，宝山区建设“爱宝行”在线家长学校

平台，提升家庭教育的专业度；研发“宝

山区学生心理素质监测平台”，综合评估

学生的心理素质；结合“学聪生涯规划平

台”，生成基于学生数字画像的《生涯规

划报告》，锚定学生真实需求，通过教育

的数字化转型，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成

长支持。

针对当前青少年身心健康存在的

“小眼镜”“小胖墩”、心理危机等问题，宝

山区开展了“心空间”全员导师、智慧体

育等项目，构建虚实结合的体育教学训

练模式，开发了心理预警系统。

宝山区联合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以及人工智能头

部企业等专业社会力量，在试点学校部

署了“智慧操场与监测室、AI武术体操

教室、智慧乒乓球馆、智慧单车房”等场

景，应用VR足球、乒乓球等专项体育智

能设备。体育与健康督学系统为超过

万名学生研发了300余种运动配方，完

成2万名学生的智能化国家体质测试，

协同教师多维度掌握学生情况，及时跟

进反馈。

同时，区教育局为助推德育创新，建

设了区级“导师心空间”平台，强化教师

队伍“全员导师制”的智能技术支持，同

步培训一支具备信息素养的教师队伍。

目前，心空间平台已产生预警信息4165

条，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下一步，宝山区将探索“教育数

据+AI大模型”新模式，充分利用已有建

设基础，围绕教、学、管、评等全流程形成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现数据价值最大

化，构筑教育数字化的全新范式。

走进宝山区求真中学的英语课堂，传统的教与学正在被“颠

覆”。只见师生席地而坐，授课教师除了学生们熟悉的求真中学英语

教师樊晓卿外，与她一起搭档授课的，还有一名“AI教师”。引入课堂

的AI老师前期“被投喂”了大量数据，逐步形成了孩子们可理解的语

料输入来源库。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对AI老师进行自主提问，拓展了

学生自主学习的场域，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中实现自主合作和探究的

积极性，使语言学习走向深度。更有趣的是，这一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下的生动课堂，还通过宝山区“智慧同侪课堂”的建设，得以在求真教

育集团内所有成员校实现共享。

作为上海市首个获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区”，

同时又是“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验区”，近年来，宝山区聚焦教师队

伍高质量发展，围绕数字环境建设、研修方式转变、教学范式重塑、发展

模式创新“四大任务”，统筹推进宝山数字基座、智慧同侪课堂、教师智能

助手、教师精准培训“四大工程”，着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的“未来教师”，

推动全区教育走向公平均衡、优质高效、个性灵活和智慧绿色。

破解“数字鸿沟”，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上海市宝山区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教育综合改革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