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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一台平板电脑
既是“伙伴”又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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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第二中学，每名高一新生都会

收到一台平板电脑，在它的陪伴下开始三年

的学习成长生涯。

平板电脑由学生自行保存使用，经过特

殊出厂设置，它并不会链接到外部网络，但

能依据学科学习需要，安装教师申请、学校

审核的App，实现绘图制作、问卷调研、生涯

测评、数字图书馆等多重功能。对学生而

言，这是一个“学习伙伴”，可以下载所有学

科的电子课本，查阅老师发布的各种格式的

学习资料和上课课件，用于课后复习；每个

教学单元结束，学生会根据测评结果收到相

应的“诊断—改进”学习资源，从而逐渐积累

一本专属个性化学习手册。它也是一台“生

涯导航仪”，不仅可以提供在线答题生涯测

试，从学生的兴趣、能力、性格、学习生活适

应性及生涯发展水平认知进行综合测评，以

帮助学生实现生涯自我探索，还上传了历届

校友回母校的分享讲座，从中预览各行各业

职业前景，明晰个人规划。

市二中学科研发展处主任周宇说：“高

一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课题研究究竟该怎么

做，我们在平板电脑上上传了师兄师姐们历

年来的优秀研究项目，供大家在平板上自主

观摩。”校长陆军表示，从最初的后勤管理、

校园服务系统，到后来的电子班牌、走班考

勤等管理，再到基于技术的学业诊断、数据

分析的教学管理，直到目前基于数字平台支

持的课堂教学“三个助手”数字化应用，市二

中学数字化转型探索之路已经走了十余年。

市二中学取得的成果，是上海以项目驱

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的一个

生动案例。2021年以来，本市努力创新教学

场景示范应用，深入推进教学变革，促使数

据驱动的因材施教更加常态化、教学方式更

加灵活智能、人才培养方式更加个性多元、

教学资源和服务更加优质均衡，进而实现以

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发展。

  进课堂“上海范式”是这样的
持续建设数字化转型赋能示范校和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

“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
这不仅是今天在沪开幕的2024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的主题，更是近年来上
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一个秘
籍——不断向着数字化转型，构建教
育、教学、评价、服务的数字场域。
作为本次大会的“东道主”、全国

首个“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上海作
出了诸多探索。近年来，上海持续建
设了30所数字化转型赋能示范校和
200余所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元
宇宙、数字孪生、AI等先进技术、虚拟
仿真教学空间和数字化学习空间……
为教师教研能力提升和学生个性化、
多元化学习与健康快乐成长赋能。

“刚出生的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

善，再加上其有着特殊的生理现象，护理难

度很大。如果能够模拟出‘数字新生儿’，就

能够解决教学实训问题。”上海南湖职业技

术学院健康护理系师生提出了他们对数字

教学的需求。作为首批上海市元宇宙重大

应用场景中唯一入围的职业教育课堂项目，

南湖学院提出了“1+3+1”的建设方案，即建

设一个示范基地、三个研创实训中心和一

个共享平台。院长朱建柳表示，学院的专

业建设对标上海的产业发展，依托以5G、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技术，建设数字化产教融合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解决教学中的学生个性化学习与

评价难题。

在上海的职业教育领域，像南湖学院这

样建设数字化仿真教学与实训系统的院校

还有很多，有效把职场的真实情景“还原”到

课堂上来，进教室就如同“进公司”“进车间”

“进班组”。例如，上海市贸易学校的物联网

（智慧农业）虚拟仿真实训室，通过虚拟“光

明农场”真实场景，引入真实项目案例，结合

虚拟现实技术与物联网技术，搭建集理论教

学、实训实验、体验创新于一体的教学实训

系统。又如，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

业学校，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VR模拟焊机、

实训评价系统和学习互动平台，在《汽车钣

金工艺》课程焊接实训教学实施过程中帮助

学生快速掌握焊接技能。

近年来，上海持续培育创建职业教育

领域17所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

校”，探索发展职业教育基于人工智能的

探究式、个性化学习，基于增强现实和虚

拟现实等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式教学，基

于5G的远端多点协作式教学，深化线上

线下教育融合和创新。此外，上海的职业

院校还重点整合基于职业环境与工作过

程的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和平台，开展数字

化环境下的实训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建

设适应数字化教学需求的实训课程体系，

支持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公共实训基

地（上海）建设。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在上海老年大学有个“银发宣讲团”，

是从众多报名学员中层层选拔出的，他们

以“蓝马甲”志愿者的身份接受了全方位专

业培训，掌握了很多数字化生活的实操技

术。年近古稀的李建成是宣讲团的成员。

他说，随着数字化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老

年人对数字产品的使用感到困惑和不安，

作为上海老年大学现代智能学部的学员，

一直以来都在学校学习各种贴近生活的数

字化技术，参加了宣讲团后，会将更多数字

化技术传播给身边的老年朋友，让大家共

同拥抱数字化生活。人工智能、区块链、脑

纹核身、未来养老公寓……面对这些科技

新名词，李建成说：“这些科技和讲解内容

我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我能学会，相信

其他老年朋友也能学会。老年人虽然记忆

力有所衰退，但与年轻人一样拥有学习能

力和理解能力。”

数字赋能上海学习型城市建设，这是

上海推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愿

景。近年来，本市扎实推进老年数字教育

进社区行动，为老年群体提供智能技术应

用培训，年培训人次超过100万。打造智

能技术短期学习线上训练营，普及智能设

备的操作方法和网络基本知识，帮助老年

人跨越数字鸿沟。依托“金色学堂”频道

等传统方式，将数字化学习资源送教入

户。深度挖掘市区两级数字体验中心作

用，为老年学习者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

体验式数字学习环境，目前已培育老年智

慧学习品牌38个，有力提升了老年教育数

字化水平。

在上海，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的功

能始终在不断优化，建设了覆盖全市的数

字化学习网络，真正实现“一网通学”。本

市还积极构建智慧学习场景，运用5G、大

数据、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构建虚拟与

现实融合的互动体验式学习场景，为市民

尤其是老年人创建出行、就医、消费等各类

数字化生活模拟应用场景，优化学习体

验。2023年建成50个老年教育智慧学习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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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建虚拟仿真实训室
进教室就像进企业

高等教育    

数据决策精准教学
破解教师转型难题
高校数字化怎么搞，上海大学的答案

是“应用为王、统筹共享、智慧创新”一体化

推进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创建智慧校园

先要夯实教育信息化新基建。2023年，校

级自强5000超算中心完成建设，为学校交

叉学科建设、教育大模型“一模通问”应用

提供了算力保障。

上海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许华虎介

绍，学校聚焦改革发展和师生日益增长的数

字化需求等问题，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

型，通过建设统一大数据中心，对学校管理、

教学、科研、服务等多维度数据的精准应用

和集中管理。凭借40余项指标绩效评价模

型和大数据平台，学校组织人事部对学校每

年5000多名教职工的年度绩效考核实现了

“一键出绩效”。

用大数据考评、管理教师，不仅上海大

学，本市还有很多高校也在实施“教育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教师关键能力的培养”项目。

上海市教委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分析了上海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趋势、问题与瓶

颈，有针对性地研制了符合上海发展特色的

转型方案，制定并发布了《上海市教育数字

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和《上海市教

育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规划了“整体

性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全方位赋能教育综

合改革、革命性重塑高质量教育体系、服务

国家战略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教育数字化转

型蓝图。

基于在人工智能、教育信息化、教师教

育方面的优势，华东师范大学聚焦教育数字

化转型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基于实境

学习、能力评估、团队协作等教师研修新理

念，打造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教师关键

能力培养计划”，从精准教学中的数据决策

力到智能环境中的创新应用力等研修项目，

通过能力本位、系统设计、创新实践、智能手

段融入的项目设计和实施，帮助一线教师有

效破解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教育教学难题，从

而助力上海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建设，形

成若干高质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数字

化转型经验和示范场景。

终身教育    

全市实现“一网通学”
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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