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2022)”-六安市卓越教师培养项目 

（中学语文） 

简  报 

2022年第3期 

淮北师范大学                                     2022年9月21日 

学习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培训已经过了一周时间，9月 19日学员们

围绕教坛新星比赛进行小组研讨，学员们如火如荼的讨论，帮助参加教坛新星比赛

的其他学员们一起磨课，氛围十分浓烈。 

 

 

 

 

 

 

 

学委提议按照教坛新星大赛的评比要求进行说课磨课，我们一直认为这种方法



最实用有效，几位教龄比较长的老师作为评委，帮其他老师一起打磨！ 

不禁感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9月 20日，今天打磨课程依然在有序进行中，很多教龄比较短的年轻教师都有

很多问题想要相互请教，班级里教龄较长的老师毫不吝啬，倾囊相助，也给出了一

些修改意见和说课建议。老师们互相学习、相互交流，为成就更好的课堂而共同努

力。 

 

 



 

 

 

 

 

 

 

 

 

 

 

 

9月 21日下午， 

在热烈的氛围中，讲座按时召开，马敏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他的专题报告《人工

智能助推教育创新的实践进路》。 

 

 

 

 



 

 

 

 

 

 

 

 

马敏老师带我们回顾了教育息信化的政策导向，讲述了信息化工程的过往，以

及 1.0和 2.0各项工作的展望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种种前景，其中包括了正在逐

步实现的种种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活动的影响，以及用于采集和分析数据进行教学

评价和个性化学习所能使用到的人工智能。 

 

 

 

 

 

 

 

 

 



 

 

 

 

 

 

 

 

 

 

 

马老师的这次报告，最能从根本上让我重树对信息技术在教学应用中的地位的

是，几种不同授课方式所能保留的学习效果的对比图。在此之前，我曾认为信息技

术在学习中，主要是视听方面的材料对资源获取手段的补充，虽然有它的长处，但

也会削减孩子们对语言文字的感受能力与想象和联想的能力。有利有弊，不能过度

依赖。然而在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对比中，我重新认识到信息技术的迭代，实际

上并非仅仅是教学和信息技术的结合，而是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更有针对性，更

具效率，让学生更易从被动的学习方式转变为主动的学习方式。思维的症结被忽然

打通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将这些与我所在的农村学校落后的情况一一对比，我恍如梦中，感觉到一种巨

大的割裂感，正如马老师所说的那样“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

统教育中以班级授课制为代表的教学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

学方式。” 

随后，马老师又向我们推荐了一些面向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以及面向教师的智能应用： 

 

并展开了案例详解，解释了其中较有代表生的可以用于人机交互的个性化学习

的洋葱数学、统一教育智能提分系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课堂实验教学质量评价

系统、助力双减的“一二一”系统等，并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及时预防、预警和干预



学生心理健康的诸多功能。 

其中犹使我震动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只知大势将至，却不知未来已

来。” 

在此次学习中，一同参训的老师们认真钻研，一丝不苟的状态，也让我觉得应

当向他们学习。

 



最后，感谢霍邱县教育局和城西湖乡中心学校的领导们，给了我这个继续提升

自我的机会，感谢学校的同事们让我能放下教学工作，安心投入培训学习中。我唯

有用更加认真的学习来充实自己，不负主办方、承办方及培训班里各级领导和教师

们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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