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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编 2024 年 5 月 13 日

内容 举办“数智化转型赋能大学教学” 教学工作坊

组织课程思政“百名教师大练兵”决赛展示及观摩

举办“混合式教学背景下的测评挑战及解决路径”教学工作坊

举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驱动高校人才培养”教学工作坊

举办“用极简技术让课堂有点酷”“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教师

开挂”教学工作坊

西安交大开展新教师“寻迹交大”校园沉浸式培训

举办“数智化转型赋能大学教学”教学工作坊

4 月 12 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数

智化转型赋能大学教学”教学工作坊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贾积有教授主讲，共有来自教务处、实践教学中心等

部门以及各学院、教学督导组在内的六十余名教师参加。活动由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兴主持。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经济、社会以及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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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领域的数智化转型。在此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

阵地，其传统教学模式亟需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创新。

贾积有教授指出，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

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全面革新。基于此，他提出大学教学的数智化

转型方向之一就是混合式教学，将传统课堂教学与数智化技术相

结合，以实现更高效、个性化的教学效果。例如，通过智能教学

系统的应用，教师能够实时获取学生的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为

学生提供即时反馈和个性化辅导。

贾积有教授强调，硬件设备、软件系统、媒体技术以及人工

智能技术在数智化转型中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现代大学教室已

普遍配备了智能设备，为教学提供了便利，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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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等众多在线课程平台，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和自主学习的机会。他详细介绍了北京大学数智化转型方面的探

索和实践，基于自主开发的课程管理系统，演示了如何在教学中

创新教学形式，潜心助力学生发展。

最后，贾积有教授结合实例从设计 PPT、设计作业和测试题

目、评判学生作业、修改学生课程论文、释疑解惑等方面对大语

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应用进行了深入讲解。

在总结中，贾积有教授强调，高度负责的教书育人态度和行

动，加上数智化技术的支持，才能获得学生的普遍认可，并取得

优异的教学成果，回答好“怎样培养人”的重大教育问题。他坚

信，数智化转型将为大学教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赋能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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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教师们关于数智化转型赋能大

学教学的认识，也为未来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理念启示和方

法借鉴。

组织课程思政“百名教师大练兵”决赛展示及观摩

4 月 15 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三届课程思政“百名教师大练

兵”活动落幕，本次活动由教务处、研究生院、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联合主办。活动秉承前两届“大练兵”广覆盖、树典型、强示

范的特色，由 24 个学院推荐遴选，共 92 位教师参加初赛，最终

19 位教师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展示环节。决赛展示环节评选出特

等奖 9 名，一等奖 21 名。

西安交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主任王小力，国家级教

学名师冯博琴，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发中心主任徐忠锋，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苏玉波，西安交大教学名师鲍崇高，陕西省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周屈兰，教学督导刘儒、李建群，陕西省

课程思政教学标兵薛华和医学部艾婷担任专家评委。教务处副处

长杨建科主持决赛。

决赛参赛教师来自 17 个学院，涵盖了理、工、文、医四个

方向，包括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教师。机械学院曹宏瑞在讲

解刚性转子平衡知识点时，从不平衡带来的各种危害、后果出发，

提出转子动平衡的原理方法，引出孔子语录“吾闻宥坐之器，虚

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以此教育学生满招损，谦受益。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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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原晓楠展示了其《电工电子技术实验》课程完备的课程思政

建设体系，从基础知识、案例设计、话题讨论、推文阅读四个维

度完善课程思政教学。通过有源二端线性网络的等效变换实验，

自然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分析问题，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赛后即进行了颁奖仪式，研究生院副院长龙建纲、教务处副

处长杨建科及各位专家评委为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教师颁奖。

参赛教师们将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教育自然、有机结合，专

家点评精准到位，观摩教师纷纷表示收益颇丰。本次比武练兵深

入融合、实践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展示出我校课程思政教学育

人的卓越风采，有力推动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助力营造“大

思政”育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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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混合式教学背景下的测评挑战及解决路径”教学工作坊

4 月 18 日，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混合式

教学背景下的测评挑战及解决路径”教学工作坊活动，本次活动

邀请外国语学院孟亚茹教授主讲，来自教学督导组、校内各学院

以及合作院校在内的 30 名教师参加。活动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主任高洋主持。

孟亚茹的研究聚焦于混合式教学活动系统中的矛盾与互动，

旨在通过构建评估模型，促进教师评价素养的提升，并优化学生

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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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结合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但在教学评估方

面却面临诸多挑战。孟亚茹的研究基于第三代活动理论，分析了

混合式教学活动系统中存在的四级矛盾，并探讨了如何通过解决

这些矛盾来推动教学活动系统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孟亚茹的研究

案例包括了对通用学术英语混合式教学活动系统评估模型的构

建，以及对外语教师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素养与发展路径的深

入分析。

孟亚茹的研究指出，教师的评价素养是混合式教学成功的关

键，涉及评价认知、评价实践和社会情感等多个维度。教师的个

人动机对形评素养有正向预测作用，而中介资源和发展共同体对

素养产生直接作用。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教学模式下教师形

评素养和素养发展路径的异同。

在 AI 与评价发展的部分，孟教授探讨了 AI 技术在试题开发

质量控制、测评事后分析和反馈、形成性评估中的应用，以及如

何提升外语教师的评价素养。同时，她也提出了 AI 融入测试的

伦理问题，包括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和教育公平等，强调了识别

和减轻 AI 在教育评估中的偏差的重要性。

孟亚茹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混合式教学的评估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也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对于推动教育创新和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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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驱动高校人才培养”教学工作坊

4 月 19 日，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提升教

师教学能力 驱动高校人才培养”教学工作坊，本次活动邀请南

开大学李霞教授主讲。活动旨在分享南开大学在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方面的宝贵经验，并探讨如何通过教学创新驱动高校人才培

养。来自教学督导组、校内各学院、职能部门以及合作院校在内

的 30 名教师参加。活动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高洋和外国

语学院钱希教授主持。

李霞从未来指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未来而教的南开思考、

为未来而教的南开方案、基于 O-AMAS 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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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展开报告。李霞及其团队通过多年研究与实践，开发了

O-AMAS 有效教学模型，该模型以学生多维度学习目标为导向，

通过快速激活、多元学习、有效测评和简要总结四个环节，促进

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深度学习。工作坊中，她详细介绍了 O-AMAS

模型的核心理念，并结合实际案例，展示了如何将该模型应用于

不同的教学场景中。李霞还分享了南开大学有效教学团队的发展

历程和取得的成就。NKET 团队曾荣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以及天津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团队开发的“结

果导向有效教学设计与实施手册”等新形态教材，已被广泛用于

教学实践之中。此外，李霞介绍了南开大学在教学改革方面的一

系列措施。

活动最后，李霞邀请参会教师通过“洋葱圈”的形式开展互

动，让大家在面对面讨论中，分享学习的收获、思考认知的改变，

在活跃氛围、调动积极性的同时，再次强调报告主旨。

与会教师表示，李霞教授的分享内容丰富、启发性强，对于

提升个人教学技能、推动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济与

金融学院吴静娴老师表示，本次教学工作坊既有温度又有强度，

从解决学生听课问题到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从找到真问题到

真解决问题，李老师不仅将自己团队的教学经验倾囊相授，还回

溯了 NKET 团队成长的历程，原来一件小事可以做得如此有力量、

有影响，这不仅是榜样，更是激励和鼓舞。就如李老师说的，我

们虽然是“小老师”，但也是“大先生”，所以我们不仅要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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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远，还要有成长型思维，提升教学创新能力需要终身学

习。

连续两天的教学工作坊活动得到了西安交大教学督导组徐

文雄、凌永祥、程向明、程婵娟、李淑娥和郑镁等专家的支持和

参与，为提升学校一线教师教学和评估能力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举办“用极简技术让课堂有点酷”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教师开挂”教学工作坊

4 月 26 日，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用极简

技术让课堂有点酷”“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教师开挂”两场教学

工作坊，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焦建利教授主

讲。本次活动是 2024 学年春季学期“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专题

研修之一。来自教学督导组以及校内各学院在内的 120 名教师参

加。上午场活动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徐忠锋、副主任王兴主

持，下午场活动由副主任高洋主持。

在上午的工作坊中，焦建利强调了高等教育变革的紧迫性，

指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介绍了极简教育技术的

概念，这是一种以简约不简单、功能强大且用户体验好为特点的

技术哲学。他认为，极简教育技术具备六个特征：功能单一、学

习成本低、用户上手快、使用门槛低、便捷易用以及使用效果立

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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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建利还探讨了什么样的课堂可以被称为“酷”。他提出，

好的课堂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也不仅仅是教师的单向讲授，而是

师生在多元时空中的共同创造。他强调，每个老师都必须成为技

术派教师，利用技术提升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此外，焦建利分享了如何通过极简技术让课堂变得有趣、有

效、高效和生成性。他演示了几个具体的极简技术应用案例，如

“纸条范”、“快抢”、“击鼓传花”、“倒计时”和“3-2-1”

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

果。

最后，焦建利鼓励参与者思考自己心目中的好课堂特征，并

分享了如何利用极简技术来实现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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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的工作坊中，焦建利首先介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

速发展，并指出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他提到，生成式人工

智能能够根据训练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语音等，这为教师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以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焦建利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师的五种路径，包括学习顾

问、智能助理、业务自动化、联合教学和自适应学习。他强调，

这些路径能够解放教师的生产力，放飞教师的想象力，并激活教

师的创造力。焦教授还展示了一些具体的应用案例，如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准备教案、制作演示文稿、创作校歌等，展示了 AI

在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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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焦建利还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时可能面临

的风险，包括抄袭、信息准确性、数据隐私、道德影响以及经济

和环境影响。他建议，教育工作者在选择和使用这些工具时，应

选择正确的工具、明确 AI 的角色、进行清晰的沟通、不过早过

快地信任 AI，要持续对话、不断修改完善，并确保安全。

活动最后，焦建利呼吁教育工作者拥抱新技术，与时俱进，

成为 AI 时代的技术派教师，并鼓励大家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方

面不断学习和进步。

本次工作坊得到了与会教师的积极响应，焦建利教授以其在

教育技术学领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教师如何

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和指导。与会教师表示将尝

试将焦教授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以期提高教

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共同推进教育教学变革。

西安交大开展新教师“寻迹交大”校园沉浸式培训

为帮助新入职教师更好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科研环境，体悟西

迁精神的核心与精髓，强化“西迁精神新传人”使命担当，进一

步提高新教师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4 月 10 日下午，党委

教师工作部联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材料学院、仲英书院和西迁

博物馆，开展了“寻迹交大”校园沉浸式培训活动，来自电信学

部、公管学院、航天学院等 18 家教学单位的近 30 名新教师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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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先贤之迹，强思想之根；寻发展之迹，铸历史之魂；寻创

新之迹，燃科技之光；寻前沿之迹，聚发展之力。本次“寻迹交

大”校园沉浸式培训活动，让新入职教师对于学校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经验和感受，促进

了新入职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搭建了跨学科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