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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开展了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基于大数据，支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

成才”，推进互联网时代北京教育公共服务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带动实现首都教育的现代化，

打造首都教育新高地。

经过近三年的研究探索，创新中心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建设了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智慧学伴”，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模型，形成了大数据支撑下的

区域教育系统性变革的解决方案，推动了平台在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多个学科的融合应用，

并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成功开展了实践。本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阶段研究成果，其中1

篇为总体技术框架与模型的研究，另外7篇学科教育教学应用的文章体现了大数据在具体学科教育

应用的场景与模式，讨论了各学科能力建模的模型，阐述了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及素养发展的教学，

分析了大数据如何支撑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和素养发展的教学，构建了基于大数据促进学生学科能力

发展的教学模式，及其应用的典型案例。

本组文章深入分析研究各学科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3个能力发展阶段的特质和要

素，综合归纳国家课程标准、教育评价中的能力要素，研究出了各学科的学科能力二阶要素模型

(3×3 要素模型)，即学科能力活动表现框架。另外，从学科特点出发，立足课程标准，提出了语

文、数学、物理、化学等7个学科的核心素养计算模型。

基于学科能力及素养的发展，实现教育测量、评价、教学一体化，本组文章全面反映了在智

慧学伴支持下，进行测评教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效率。准确获取学习结果数

据，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教学。区域教育大数据可以使得家庭、学校、

研训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学生数据为纽带全面了解学生的学科能力发展及心理素质与体质健

康，让原本分离的角色可以达成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共识，从而形成促进学生发展的紧密协同关系，

有效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学习数据分析是大数据应用的关键和灵魂，描述性统计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实

现现象的准确描述；诊断性分析可以在数据中发现规律、发现表象背后的问题，实现关键障碍点的

诊断；预测性分析可以在多变、不确定、动荡的背景下作出智能化决策，形成对未来的洞察力。区

域教育大数据的应用，不仅能够实现描述性统计分析，还可以进行诊断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不仅

能够面向个体建模分析，还能够面向群体数据挖掘，通过对数据聚类、分类、离群点、关联、相关

性、判别、比较、偏差等分析，了解群体的整体水平，形成面向不同群体的分析报告和面向区域的

教育质量与教育资源地图。

教育大数据是进行个性化学习的重要技术手段，学科知识图谱和学科能力发展模型是提高教与

学效率的重要途经。希望本组文章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对教育信息化广泛研究和关注，给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带来重要借鉴和参考，不断探索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