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数据驱动的智慧教学综合系统赋能

高质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一、实施背景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文件精神，从 2016 年开

始，乌海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

以“学院职业教育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为基础，构建了数据驱

动的智慧教学综合系统，从内容和体系、方法和技术、服务和管

理方面进行改革，赋能高质量教学。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建

成了“一中心两闭环三系统”智慧教学综合系统，即构建了教学

数据治理中心；构建了由网络教学平台、智慧课堂平台、实践教

学平台和教务管理与服务系统组成的相互补充又相互依存的智

慧教学系统；构建了采取评教评学、数据画像、教学督导等方式

的全过程教学评价系统；构建了静态和动态数据分析的教学质量

分析系统；通过数据驱动，教学质量分析数据反馈作用于智慧教

学系统和教学评价系统，实现双线循环，螺旋式改进和提升，向

教学要质量，形成了数据驱动的智慧教学综合系统赋能高质量教

学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生源多样化对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

的教学需求、课堂教学活力不足、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教

学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教与学全过程动态数据采集和效果分析

等问题，筑牢课堂主阵地，重塑课堂价值，使课堂成为有活力、

有质量、有智慧的人才培养主战场，创新建立了新型教与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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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育管理与服务、教学应用方面的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提高，

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图 1 智慧教学综合系统示意图

图 2 教学质量数据分析示意图

二、主要做法

1. 解决生源多样化对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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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是学院网络教学平台积累了大量的动画、视频、案例库、

行业标准及技术文件、网络资料索引等学习资源，移动端提供了

便捷的获取方式，把课堂与学习空间相连，拓展了教与学的空间；

二是学院建设教学素材资源库，涵盖机电、矿业、化工、电力、

建筑、管理、教育、医学等八大专业门类，提供了大量音视频、

动画、仿真等教学资源，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为单

招、“3+2”高职、高职扩招学生和企业学员不同学习基础、学习

需求提供了适合的学习环境；三是在线直播、线上教学等新形态

突破了传统课堂时空，特别是针对高职扩招企业学员教学，采取

“钉钉直播+网络教学平台”线上学习模式，满足学生学员多样

化需求；四是智慧教学综合系统应用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线

上教学、线上考试等，实现实时互动、即时反馈、全程监控，使

教师动态跟踪学生学习状态，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

图 3 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统计

图 4 教学素材资源库资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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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某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线上教学

图 6 智慧课堂平台课堂教学

图 7 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实践指导

2. 解决课堂教学活力不足问题。一是构建以改进教学为目

标的教学评价系统，包括评教评学指标体系设置、数据画像标准

设定、教学督导方式改革，引导教学结果评价突出质量，过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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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注重落实，增值评价关注个性，综合评价转向多元，激发了课

堂教学活力，让课堂“活”起来；二是智慧教学综合系统助力课

堂教学，提供了便利和效率，在促进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培养方

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如线下互动交流，线上互动教学，通过大数

据找到教学问题，有数据分析明确了学生知识点掌握的薄弱点，

促进课堂教学优化，合理设计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激发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让课堂教学“活”起来。三是课堂拥抱信息

技术，较好地解决了课堂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师生角色转换，

同时把教材内容转化为学生可学习的内容，适配学生活动，通过

活动让学生真正理解知识、提高技能，学生在课上动起来，让课

堂教学“活”起来。四是实现了教学内容与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同步变化，新内容及时引入课堂，增强课程的开放性、灵活

性，打造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课堂，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图 8 教学分析雷达图



第 6 页 共 18 页

图 9 课堂教学今日实况图 01

图 10 课堂教学今日实况图 02

图 11 课堂教学今日实况图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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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课堂教学概况图

3. 解决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问题。一是改变教师“被

迫”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教育教学，从技术运用向融合应用转变，

比如在网络教学平台让老师基于混合教改理念建设网络课程，组

建播客单元或实施项目化教学，开展多模式互动式学习。在智慧

课堂平台，让老师们更关注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活动的达

成度等，使师生无感知的应用技术到课堂教学过程；二是以学院

“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引领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与

清华大学开展的“混合教学改革项目”带动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坚持分批次安排教师假期赴清华集中参加混合教改培训，

教师能主动适应信息化新技术变革，教师信息素养明显提升。三

是构建智慧教学综合系统，体现主体性、个性化、开放式、多样

化、生态和谐、系统性等，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教务数据，各

教学平台应用融合，教务数据高度统一和共享，实现教务全生命

周期的协同管理，助力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升级，促进师生信息素

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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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于混合教改理念建设网络课程

图 14 教师假期赴清华集中参加混合教改培训

4. 解决教学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问题。学院坚持以自主网

络教学平台开发建设网络教学资源，线上教学全部使用自主网络

教学平台实施，加之混合教改成果不断应用于线上教学，课程教

学资源不断积累，基本满足学生在线学习，同时，教师课程建设

也获得了成就感，避免了教师教学资源重复建设，分散在不同的

平台。五年来坚持不懈地建设资源和总结混合教改经验，面对突

如其来新冠疫情，全院近 8000 名学生全部在学院自主网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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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开展大规模线上学习，线上互动活跃，总体运行平稳，在线

教学氛围和效果良好，基本达到了“标准不降低、学习不停顿”

的预期目标。

图 15 线上教学活动情况

图 16 线上教学资源统计

5. 解决教与学全过程数据采集和效果分析问题。一是建立

了教学数据治理中心，从数据采集—质量检测—数据清洗—数据

共享，从数据治理驾驶舱—系统运行动态监控—全量数据质量报

告，实施教学数据治理，实现了实时动态采集智慧教学系统和教

学评价系统教学数据，也解决了教学应用孤岛问题；二是完善学

生评教、教师互评、教师评学构成的评教评学指标体系，设置教

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学风纪律、学习过程、

学习效果七个方面 30 项指标，建成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四

个发展中心，构建了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四个层面评价的数

据画像，采取线下听课、线上督学、课内监控和课外监测的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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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利用柱状图、雷达图、词云等工具进行绩效问卷评估结果

分析等，形成教学评价系统，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评价；三是建立

动态数据实时质量分析和静态数据学年质量分析平台，动静结合，

常态纠错，阶段改进，形成教学质量分析系统，分析诊改数据既

反馈作用于智慧教学系统，促进教师和学生及时改进和提高，又

反馈作用于教学评价系统，完善评价指标，通过数据驱动，双线

循环，客观反映课堂教学效果，实现教学质量螺旋提升。

图 17 教学数据治理中心运行情况

图 18 发展中心及课程数据画像

图 19 评教评学指标体系及分析



第 11 页 共 18 页

图 20 专业、课程、教师、学生静态数据分析

图 21 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动态数据分析

三、成果成效

1. 创新教学环境支撑高质量教学方式变革，建立新型教与

学模式，使智慧教与个性学成为新常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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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课堂教学系统智能工具赋能教学，比如基于问题导向的对

接可视化工具、基于艾宾浩斯记忆法的智能测验系统、教学智能

白板等，支持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实现教学实时评价、动态选择

资源等。在“教”的层面，实现信息技术为教师提供探索教学的

平台，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过程，使教学情境化，课堂教学更加

生动活泼；而学生能够通过智能学习工具实时获得教师帮助，借

助微课、网络学习资源等开展个性化学习。在“学”的层面，让

学生融合课堂教学中，促进其自主探究、主动学习，提升专业思

维与创新能力。

图 22 智慧课堂平台移动端教与学模块

图 23 网络教学平台线上教学互动

2. 推行“1+N”信息化教学新模式，信息技术应用与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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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深度融合。依据职业教育特点与规律，借助信息技术元素，有

效改造和优化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以适应自主、多元、泛

在、智能化的教学新形态的需求。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将

信息技术应用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推行了“1+N”信息化

教学新模式，其中“1”是指基于项目化、任务驱动式、案例式、

问题导向等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即理实一体化教学，“N”

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多元教学方法应用，包括幕课方式、翻

转课堂教学、混合制教学等教学方法。将一体化教学改革与多种

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改造传统教学模式，激活课堂教学，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图 24 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案例报告（2019）》收录

图 25 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典型案例收录



第 14 页 共 18 页

3. 坚持自建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简称网络教学平台），增强

学院在线教学能力。从 2017 年开始一直坚持自主建设网络教学

平台，截止目前，累计：教学资源达 8.53 万个，资源量达 1.6TB；

填加播课单元 0.54 万个，资源量达 0.7TB；选课学生数达 16.80

万人，教师进入课程达 14.28 万人次，学生进入课程达 1293 万

人次，访客进入课程 8.32 万人次，最高日访问达 1.6 万人次；

课程被访问 677 万次，阅读教学资源 870 万次，课程讨论区发文

130 万个，上交作业 67 万份。自主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一是强

化了学院教育信息化基础能力，教师在参与建设与维护过程中其

信息化教学能力获得锻炼和提高，保障学院在线教学工作平稳运

行；二是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及需求“量身定制”适合学院独特

需要和要求的教学模块，构建起适合学院专业与课程特色的在线

教学环境。三是及时获得在线教学后台数据进行分析，改进教学，

提高质量。

图 26 网络教学平台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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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课堂活动教师活跃率和积分排名

四、经验总结

1. 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线上课程 27 门，课程建设水平明显

提升。近三年学院立项建设在线开放课程 35 门，混合教改课程

47 门，建成自治区级在线开放课程 5 门，自治区级课程资源库 3

个，中央电化教育馆“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22 门，

带动引领全院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

图 28 课程建设制度文件

2. 建成网络课程 269 门，线上线下混合教改成效显著。学

院自主建设网络教学平台，课程日访问最高达 1026 人次，课程

总访问最高达 6.39 万人次，完成线上教学改造重点课程 86 门和

优质核心课程 64 门，项目化教学改革项目 176 个，建成教学素



第 16 页 共 18 页

材资源库，视频、动画、仿真等素材达 24 万个，实现线上线下

学习的相互补充，融合多种教学模式，助力传统课堂教学改革。

图 29 课程资源共享

3. 建立智慧课堂教学新模式，课堂教学整体效益明显提高。

智慧课堂平台课堂实况实时展示教学运行数据，时时分析课堂教

学情况，系统运行两年来累计开展教学活动 1.26 万次，参与学

生约 26 万人次，参与率达 77.53%；教师活跃率最高达 156.90%，

教师积分最高达 1473 分，完成听课督导近 2904 人次。实现了课

堂教学针对性的教、练、评，实现了课堂有效提问、有效活动、

有效探究、有效训练、有效点评，推动了翻转课堂、互动式课堂、

参与式课堂等课堂教学新形态改革，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图 30 智慧课堂教学情况

4. 共享网络课程 576 门，为学院毕业生和地区企业员工提

供在线继续学习服务。借助网络教学平台“课程联盟”，与清华

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合作，对外开放共享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不

仅为从学院毕业的近 1.1 万名学生继续提供学习服务，也为地区

近 1690 名企业员工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满足职业人员知识更新

的需求，培养人们终身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助力区域产业转

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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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课程共享联盟”为毕业生和企业员工提供学习服务

5. 信息化大赛教师获自治区级及以上奖项 46 项，教师信息

化应用能力提升明显。学院每年安排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培训约

30 人次，安排教师赴清华混合教改集中培训 3批 62 人次。组织

了六届信息化教学大赛，近 40%的教师参与，一批青年骨干教师

脱颖而出，在自治区信息化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项，

三等奖 16 项。组织了五届微课教学大赛，参赛作品达 100 余件，

参与的教师达 67%，在全国职业院校微课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24 项。

图 32 学院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能力大赛获奖

五、推广应用

成果推广应用效果明显。该成果为职业教育深化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通过数据驱动、应用融合构建智慧教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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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赋能高质量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呼包银榆经济区

职业院校联盟 36 家职业院校得到了广泛推广与应用，本成果

“1+N”信息化教学新模式在全国 386 所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

校推广交流，并通过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案例报

告（2019）》在全国高职院校推广应用。实践证明，成果的应用

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打造了教师乐教、学生

乐学、教学相长的有效课堂，在教学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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