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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全力打造中西部数字教育新标杆
以创新之“数”滋养育人之“树”

新时代，数字技术正以新

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重庆，以数字赋能教育，

以创新引领未来，深入落实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基

础条件、平台建设、资源供给、

融合创新等方面按下“快进

键”，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发

展新路径，让创新之“数”滋养

育人之“树”。

加“数”赋能，向“新”前

进，以“质”致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跑出

加“数”度——重庆教育宽带

网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骨干节

点带宽达100G。全市中小学

校宽带网络接入率达 100%；

中小学建成多媒体教室9.78

万间，拥有多媒体教室的学校

占比达100%。实施智慧教育

创新发展计划，全市 11 个区

县、550 所学校加入创建行

列。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数”

不胜数——聚焦师生对优质

数字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上

线重庆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在

线课程7600余门次、数字图

书 50 余万册、数字资源 600

余万条，面向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开放共享，累计访问量突破

3.2亿人次。我市成功入选国

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

数字教育融合应用“新”

中有“数”——推行“云端”互

动、智慧共享新型教学模式，

支持城区优质学校面向渝东

南、渝东北地区学校开通“网

络同步课堂”1000余个，让大

山深处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

“同上一堂课”，共享优质教

育。我市“互联网+教育”发

展成效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

播出。

数字赋能教育，教育塑

造未来。我市将加快构建数

字教育“1351”智治体系，聚力

夯实1个教育数字底座、构建

市—区县—学校三级治理架

构，推进5大核心业务数字化

改革，健全1个智慧校园建设

体系，全力打造中西部数字教

育新标杆。

智慧数字化教学应用场景

江北区教师数字化研修平台

教师向学生展示智慧数字城市场景

教师使用智慧数字化平台教学

铜梁

铺展“慧研、慧教、慧学、慧育”
数字图景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加速教育数字化进程，为教育
的美好未来奠定坚实基础，是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走进铜梁，这里的教育数字化气息扑面而来，实验教
学带来学习新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灵活运用，数字化改革
带来课堂教学管理、教学方式变革……一幅“慧研·慧教·
慧学·慧育”的教育新生态呈现在眼前。

这样的智慧场景背后，是铜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努
力。

乘势而起，理念先行。铜梁区加快实施教育数字化战
略行动，秉持“用数字化赋能师生终身成长”的理念，以“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为引擎，赋能教育教学、推动

“双减”落地、振兴乡村教育，实现学校“慧研”、教师“慧
教”、学生“慧学”、家长“慧育”。

理念引领下，来自各方的合力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
多方合力，百花齐放。铜梁区把智慧平台应用工作纳

入“2024年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区政府分管
领导牵头，区教委“数字专班”全力组织实施，各中小学校

“一把手”亲自抓。铜梁区教委印发《重庆市铜梁区深入推
进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场景实施方案》，各中小学结合自
身特色，以“1+N”模式灵活选择应用场景，确保了平台在
全区应用重点突出、多元共生、百花齐放。此外，铜梁还按
市级、区级、校级三级联动模式开展培训，通过种子教师培
育、骨干教师培育、全员教师培育，让教师真正“慧教”。

创新有力度的举措，催生了铜梁教育新变化。通过
“慧研”，教师利用平台进行网络教研提升专业素养；通过
“慧教”，教师在自己的工作台进行备课上课、作业布置、自
主学习等，提升了教学质量。通过“慧学”，学生可以在平
台上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实现个性化、探究性学习。通过

“慧育”，家长科学地参与孩子的培养过程。
更多的智慧变革体现在各个学校的实践中，金砂小学

利用平台资源开展异彩纷呈的课后服务，平滩小学构建了
基于平台的“三三结合”校家社育人模式，形成良好的校家
社合作氛围……智慧教育不仅让全区城乡所有孩子享受
到了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也让铜梁教育向着更高质量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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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

独创“644”模式 探索智慧教育最优路径
2021年成功创建国家八部委认定的国家智能社会教育治理实验

基地；2022年承接国家5G+智慧教育应用试点项目；2023年创建教育
部中央电化教育馆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区……在教育发展
的新赛道上，两江新区以智慧教育为核心驱动力，助推两江教育不断
实现新跨越。

作为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市智慧教育应用示范
区，两江新区将智慧教育作为构建公平、优质、未来教育的重要方向，
列为开局、爬坡、突破专项一把手工程，以“智慧教育新区”建设助力实
现“基础教育强区”目标。两江新区独创的智慧教育“644”模式，在教
育数字化实践中探寻出符合两江特质的最优路径。

“六个一架构”夯实基座，目光高远下好智慧教育“一盘棋”。两江
新区通过擘画一张蓝图，引领创建方向；设立一个中心，形成创新引
擎；实施一个行动，夯实发展基础；建设一个平台，搭建云端枢纽；覆盖
一张专网，实现高效共享；聚焦一个素养，培育智慧师生，全面丰盈区
域智慧教育生态。

“四维探索”融合创新，聚焦教学打好智慧教育“组合拳”。随着
前沿技术不断应用在教育各环节，两江新区教学生态焕然一新：课程
深而活，数字化场景扩大知识获取半径；课堂精而美，备授课一体化
平台落实因材施教；协同广而强，借力数字平台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
体系；评价全而细，开展区级、校级综合评价，生成个性化数字画像。

“四力提升”效能升级，立足人本激活智慧教育“加速度”。为提升
智慧教育效能，两江新区坚持以人为中心，培育实践型专家校长和管
理团队，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建设数据中台和一体化云平台，提升数字
化智治力；引导教师参与数字课程建设、学生自主选择学习资源，提升
数字化教学力；共建智慧教育发展共同体，提升数字化协创力。

归根究底，“644”模式旨在用智慧的制度培养智慧的人，用智慧的
人创造智慧的教育。未来，两江新区将继续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教育，
围绕扩大数字交流和共生共长，深化数字基建和应用转型，开展数字
创新和项目研究，迎接更有质量的智慧教育新未来。

江北

以教师研修智慧应用解决数字化软肋
当前，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教育的发展进程和实践形态。在与

信息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江北教育界发现：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的
软肋在于“懂技术的不那么懂教育，懂教育的又不那么懂技术”。

如何将软肋改造成为亮点？江北区聚力打造区域教师研修平台，
统筹教育与技术两大要素，贯通教师、学校、区域三大层级，打造起一
个富有江北特色的教师研修智慧应用场景。

该平台按照“问题导向，应用为王”的原则，由技术人员与教研员
共同研发，“边开枪边瞄准”，针对教研需求及时调整功能和流程。如
在发现教师更习惯使用手机学习后，就推出“码上研训”小程序；在听
评课的实践中，发现评课教师主观性随意性较强，于是推出了基于大
数据的课程观察系统；发觉一线教师普遍采用腾讯会议，但平台无法
获取资料时，就把腾讯会议嵌入研修平台，真正打破了教育与技术之
间的壁垒。

通过江北区教师研修平台，教师可自主选学推送资源，实现自我
改进和成长；学校可通过校本教研质量监测，促进管理与改进；区域掌
握了教育治理和教师发展的真实数据，有利于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
以该平台为“中间件”，江北区还实现了从国家、重庆、区域三级平台到
学校、教师的有效联结，尤其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试点应用，让国家
级优质教育资源直接惠及每一位师生。

基于区域研修平台的建设，江北区创新建设未来教育研修中心，
开发零干扰的在线课堂观察、无遮挡的智能板书、基于工作场景的具
身课程等，以“实践场+云平台”的形式拓展教师研修场域与路径，形成
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线上自主选学+线下具身学习”的混合式研修模
式。

研修模式的创新为江北教师提供了更加丰富高效的教研支持，进
一步推动了江北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江北区已成功获评教育
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教育部基础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示范案例；入选教育部国培项目典型案例和实践案例2个，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精品课例19个；2021年重庆市政府
表彰教学成果奖10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2022年教育部表
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

渝中区

提“智”增效
加“数”建设一流基础教育强区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
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对于这条赛道，渝中区并不陌生。
早在2020年，渝中区全面启动“1个平台+N个共性应

用+X个个性化应用的‘1+N+X’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建
立了智慧教委、智慧教学、智慧校园、智慧教研四维工作应用
场景和教委、校园、班级到师生个人的四维数据中心。与11
个第三方平台实现互联互通，集成各类应用45个，基本建成
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数字教育服务体系。

一直以来，渝中区围绕国家战略，立足区域实际，深化“人
文渝中，尚品教育”建设，打造具有渝中特色的数字教育新模
式，以数字化赋能管理、教学变革，推动全区教育更高质量的
发展。

赋能教育科学治理。在区教委层面建立区域教育大数据
分析平台，将校园基础信息、教学、教研、党建等14类业务数
据汇集到区教委，形成教育决策和科学治理的数据分析中
心。同时，渝中区学生健康管理平台将全区46所中小学5万
余名师生因病缺勤、复课信息分析汇总，确保校园安全。

赋能教学减负增效。以精准化教学和个性化作业系统为
核心，构筑以学生学情数据为依据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
评闭环”系统。渝中区17所校园，427个班级，939名教师，
17731名学生先后参与应用试点。

赋能跨区协调发展。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实现城乡师生共建共享的教育新生态，使教育资源更加均
衡。同时，将优质课件传播至全国346个城市。

乘势而起，全数前行。3年来，渝中区扎实推进数字教育
应用落地，获得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区、重
庆市智慧教育应用示范区，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智慧教育区域
发展类优秀案例。先后建成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
国家课程资源开发试点校以及市级智慧校园15所，形成了区
校一体、因校制宜的数字教育建设生态。

在渝中区这片沃土上，全区中小学开展各类数字教育项
目试点85项，涵盖了如巴蜀中学“5G+智慧教育”、二十九中
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巴蜀小学“学·教小助手”、人民小学

“数字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人和街小学“AI赋能体育教育”等
一大批全国引领性示范项目，为渝中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注入新动能、激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