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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建立健
全“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
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
系，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的督导，加强对各级各类学
校的督导，加强和改进教育评估监
测，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

问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完善
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
约谈、通报、问责等8个方面的制
度，强化教育督导权威性和严肃
性。



“停课不停学” 推进了中国教育信息化应用的进程
在线教育进入所有人的生活



➢ 新时代对创新人才的新需求推动教育体系
深度变革

农业社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个性化
农耕教育

班级授课式
规模化教育

灵活、多样、开放、终身的
个性化教育

原始的
个别教育

第四次工业革命

关键能力、创新能力、关注链接
的个性化育人

未来社会的需求

创新生产者应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

心、综合的素养和应对未来快速变化环境的

前瞻能力、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通

过学校教育，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提升学习

高阶思维能力，为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打

好基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数字原住民

➢ 新时代对人才发展的新需求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



物理世界之外，数字世界中还有一个我和你

物理世界

数字世界

知识
集成

事物
集成

数据
集成

语义
集成

学习者认知特征发展

学习者心理品质的特征发展

学习者社会性发展

学习者背后的影响因素

学校和区域的特征和规律

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者坚毅的额品质如何



“未来教育”的形态和特点成为当前国内外的教育舆论热点

联合国教科文
《教育2030行动框架》

美国
《教学2030》

欧盟：《学习的未来:为变革做准备》

德国：《2030趋势概略》

芬兰：《预测2030》

加拿大：《学习2030》

日本：《提出面向2030重点战略措施》

……

国

际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五”规划》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

《教育现代化2035》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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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选拔机制变化-未来所需人才

核心素养 高阶思维的创新人才

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培养今天的学生？



➢ 科技赋能教育

在线学习赋能基础教育
人才发展需求变化

●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 关注核心素养，创造性，高阶思维等

●关注规模，质量，公平，又要体现个性、

灵活，创新性

教育评价新要求
●新的教育发展要面向每一个学生

●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开展新的学生发展质量评价

●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区域教育发展评价

教育矛盾变化 ●日益增长的对个性化、优质、灵活学习

方式的需要

●标准化教育难以满足个性化



➢科技赋能教育-政策要求,下一阶段规划的证据支持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学习环境建设

“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

新为核心”，“努力为每一名学生和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信

息化环境和服务”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加强教学研究和指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培养创新人才对我国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要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而信

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在促进教育内容、教学

手段和方法现代化方面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关注通过信息技术为

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12-

学生生活、认知与学习方式的变化将倒逼学校的课程形态、教学

范式、学习方式等发生变革，使用信息技术重构学校的生态体系

将成为当前乃至未来教育的重中之重

虚实结合的信息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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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低投高压型

19.2%

高投高压型

22.5%

高投低压型

42.1%

低投低压型

学业成绩最差，各品质均低，期
望压力较高

学业成绩最高，各品质均低，期
望压力最高

学业成绩较低；各品质均较高，
期望压力低

学业成绩较好；各品质均好，期
望压力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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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态度、学习意志力和师生关系在客观投入和主观负担之间起调节作用

客观投入 主观负担

学习态度

学习意志力 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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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发展的动因系统模型

学习坚毅可以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学生学习效能

感的提升，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的提升，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成绩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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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的影响机制

思维能力的影响机制

学生的学习动机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而提高学生的应对方式，

学生应对方式的提升又促进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学校积极心
理环境指数

每提高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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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的变革呼唤研究新的育人环境和规律

知识点

知识
卡片

试题

知识网络

视频
微课

课件

Online

Offline

学习过程O2O

作业
测验
考试

数据 诊断报告 A

B

C

D

E

F

个性化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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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互评、他评



-20-例1 人物特征画像

全体 某女生 某男生



-21-例 2 学生社交圈画像

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3个班的同学，猜猜是谁？



-22-Part  2 语言学习过程画像



二、项目与实施介绍



➢项目目标

了解在线学习对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与规律，发挥新的学生发展质量评
价导向作用探索互联网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的有效策略

发挥新的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导向作用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的教学模式

促进课堂教学、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促进教育均衡和个性化教学的发展



➢ 测评对象

样本区域：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选取样本省学

测评对象：

样本校小学1年级-高三年级全体学生

的学生、授课教师和该校校长。



➢项目内容与关键实施步骤_代表性和实施的规范性

4.15
项目组
各单位
样本校

前期筹备部署

选取样本区县

确定样本校

操作培训指导

学校信息上报

5.1-5.3
学生

在线课程学习

7.31
项目组

报告撰写发布

5.15
学生

测评问卷填写





三、项目服务支持



三大团队，保障服务实施



●广东教育督导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测量与评价专业委员会

在线的各位……

1-专家团队1-专家团队



➢组织实施支持
➢组织实施支持由总课题组负责组织及管理支持：保证专业性

●项目组织、管理支持；

●发布“中小学在线学习质量测评研究报告（2020年）”

➢技术支持

由大型企业腾讯企鹅辅导进行课程、技术支持：安全

●监测项目测评课程，师资支持；

●监测项目技术支持；

●监测项目数据研究支持

2-服务支持团队



四、在线教育学习共同体日常活动

项目组在行动！



指标研制 形成规范
研制量表 形成工具
数据报告 回馈区校
数据挖掘 寻找规律
改进应用 提升质量
报告发布 梳理观念

协同研究的核心内容



参与黑龙江省研制中小学线上课堂教学评估指标（省内发布）



黑龙江省中小学线上课堂教学评估指标



黑龙江省中小学线上课堂教学评估指标



黑龙江省中小学线上课堂教学评估指标



协同单位苏州市研制评估体系



协同企业纳入爱评课APP日常课堂观察和评价的量表



本次在线教育质量测评数据初探——形成报告



评价报告



测评结果举例：

学生主观使用感受情况



评价报告

学生主观使用感受母亲学历差异结果 学生非学业品质各维度得分



评价报告

自主学习能力与在线学习满意度随着年级的变化趋势



评价报告

学习兴趣与在线学习满意度随着年级的变化趋势



评价报告

学习坚毅与在线学习满意度随着年级的变化趋势



评价报告

自我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满意度随着年级的变化趋势



评价报告

学习动机与在线学习满意度随着年级的变化趋势



研究论文

自主学习能力对在线学习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解释率为12.68%。
说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高，其在线学习满意度也会越高。

固定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截距 3.978*** 4.196*** 3.209*** 

性别  0.015** 0.003 

年级  -0.008*** -0.008***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022*** 0.009** 

在线学习经验  0.110*** 0.078*** 

自主学习能力   0.250*** 

随机效应    

截距误差 0.024*** 0.013*** 0.003*** 

随机误差 0.337 0.330 0.288 

 

自主学习能力对在线学习满意度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且解释率为12.68%。说明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越高，其在线学习满意度也会越

高。





非常假期，共克时艰

发起全国停课不停学线上公益课



助力学校全面育人



专家型教师

特级教师
英语骨干教师

专家型教师

特级教师
英语骨干教师

全国专家 名师齐聚



课程数量

1564

授课教师

50余位

同时在线
人数

近9万

参与学生达

54万+

专家团队

近50人



共创美好学习生态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谢谢
202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