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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供给侧改革探索
——以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为例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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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级

� 追求质量、追求个性

� 强调幸福、强调尊重

面向2030，教育公共服务需要转型升级

• 追求成绩、追求统一

• 强调苦学、强调服从

中
国
现
代
化



新时代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

新时代中国教育的主
要矛盾是学生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的、高品
质的、灵活的、终身
的教育需求和基于学
校的、标准化的、班
级的、单一渠道的服
务供给方式之间的矛
盾。

——陈丽

供给 需求



01 北京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动力与压力



• 学龄人口剧增导致的学位紧张的问题；
• 教育需求差异拉大，导致的多样化的教育供给问题；

• 教育质量城乡、学校差异问题，导致择校的社会性
难题；

• 个性化教育服务无法兼顾的问题；

• 减负问题：还存在很多无效的学习，课外辅导班繁
多，有效学习时间不足；

• 中考、高考开放的学生选择的权利，但供学生选择
的教育资源、服务还不丰富

• 教育信息化投入巨大，但老百姓的获得感不高；
• 国际化大都市的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问题等 ；

北京教育发展新难题



• 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
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的需求。

•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
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
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

• 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
大尊重，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
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解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

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

——李奕，2016年1月到高精尖中心座谈会议纪要



关注学生、家长实际获得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信息化学生

“开放性教学辅导”“开放性综合实践课”
师生获得感良好

基于消费驱动的模式是未来

信息化教师学生
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建立服务于学生成长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努力提
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尊重和贴近学生的消费习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努力改善教育供
给结构，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



用互联网推进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方式变革

尊重学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学校学位供给
学校课堂教学

校内教育活动
校外教育活动

在线教师服务
在线课程服务

在线诊断服务
跨学校的互助服务

（面对面） （移动互联）
+

北京市委、市教委领导的明确要求



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

• 服务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
• 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
•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桥头堡，科技创新排头兵
• 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持续稳定地支持

2015年10月23日正式挂牌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核心使命

推进北京教育公共服务
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

支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
身学习、人人成才”的中国教育
梦实现

助力构建北京教育公共服
务新模式

A

B

C



语义化知识库、社会认知网络

个人认知地图

推荐引擎

在线教育服务

微课

在线辅导

学伴

综合素质报告

综合实践指导、兴趣发展指导

精准诊断，智能推荐



02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
划试点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通过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鼓

励中学教师自主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在线辅导服务，供全

市初中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合适的时间进行自主选

择并在线学习，以“互联网+”和大数据创新教育基本公

共服务方式，为初中学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多样化的

在线教育服务供给，促进我市基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转方

式、补短板，提高服务质量，助力本市学科教学改革和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

2016年11月先行在通州区试点，2018年3月扩大试点，

在通州、平谷、怀柔、房山、密云、延庆六区实施。



开放性辅导促进了“教师走网”，是指以学生个性化实际需求为
导向，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教师（或
通过资格审核的社会人士）通过精细化诊断、答疑、辅导、直播等方式
在线贡献智力资源，从而帮助学生成功获得精准服务的一种独特的教师
流动（服务）形式。

实质是教师的现实服务与经验在虚拟网络中的共享，将学习需求
的满足从以往的“机会均等”提升到了“直接获得”层面，是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教师流动与服务进行科学系统的设计优化而产生的创新尝
试，是实际获得价值取向下，实现为学生而流动、依靠学生而流动的新
思维。

开放性辅导的本质与内涵
14

——李奕，探索构建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教师走网”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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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特征：
人岗不动、服务迁移、身份流转、服务与经验的共享

• 价值体现：
——最小化教师资源常规流动与配置的成本，促使流动与人岗

脱钩，将智力资源的服务迁移作为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破解年轻教师尤其是农村年轻教师的职业倦怠：走网穿越

了组织的最佳年龄限制，有效破解了教师的职业倦怠
——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供给，让教师真正认识学生，让学生发

现自我

开放性辅导的基本特征与价值体现

——李奕，探索构建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教师走网”新模式





依托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学习平台——智慧学伴



信息
采集

数据化

编码分析
文本分析
语义分析
模式识别
语音识别
图像分析
视频分析

数据
挖掘

数据
建模

聚类
分类
频繁模式
离群点
关联分析
相关性分析
判别分析
比较汇总
趋势分析
偏差分析
模式发现

群体分析报表
教育质量地图

个体分析报表
智能教育服务

服务汇聚

智能推
荐引擎

在线交互
学习作品
视频录像
课堂交互
移动交互
穿戴设备
智能装备
传感网络
信息系统

教育资源与服务
统一战线

数据分析总体框架

诊断测试
平时作业
综合实践
在线学习



人格
特征

心理
健康

认知
能力

学习
品质

学科
素养

学科
知识

体质
健康

教育
环境

发展
倾向

体现教育规律的数据分析框架、300多个指标

通用心理、认知能力

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领域核心知识

体质健康



可视化的数据分析与报告

宏微结合

分类转化

变化守恒

模型认知

实验探究

绿色应用

核心素养

非智力因素

知识地图

学科能力



学习问题的诊断性与预测性分析

•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Analytics）：根据历史数
据进行统计归纳，可以
实现现象的准确描述

• 诊断性分析（Diagnostic 
Analytics）:在数据中发现
规律、发现表象背后的
问题

• 预测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tics ）如何在多变、
不确定、动荡的背景下
作出智能化决策，形成
洞察 基于个人知识地图预测知识掌握

状态，分析问题症结点



基于知识地图的智能推荐

学习者知
识地图

学习内容
智能推荐

学习路径
智能推荐

知识地图不
仅要基于网
络交互行为
数据，更需
要基于认知
投入数据



学科知识本体及资源的语义关联

扩
展

学科知识本体

语文 计算机 物理

……
小说 人物 阅读
作文 识字..

CPU 程序 硬盘
有向图 软件..

重力 阻力 速度
 加速度 定律..

通用学科知识本体

（概念、事实、原理、程序性知识、复合性知识）

编辑

编辑

本体标注器

学习资源空间

新资

源

进入

自动提取

知识本体

附加本体

本体抽取 应用统计

自动标注 手工校对

应用统计

本体精炼

导航



双师服务服务模块简介

互联网



双师服务辅导形态

1对1在线辅导 微课辅导问答广场 1对多在线辅导1对多在线辅导



一对一在线辅导

一对一在线辅导界面 师生互评界面



为了实现教师和学生的

非实时问题解答，学生可以

将问题以文字、图片或者小

视频等方式上传到云平台，

一方面由系统根据教师所填

的学科特长为学生推送相应

教师；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教

师自主选择学生提出的问题

进行回答。

问答中心

问答中心界面



在非实时辅导情况下，在线教师可

以将代表自己教学特长的微课上传到云

平台，学生可以自由浏览、学习教师微

课，教师可以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并

指导学生开展基于微课的讨论、提问、

微测等活动。

微课

微课资源界面



教师可以通过提前设定在线辅导专题、

设置直播时间， 面向多名学生开展实时

在线教学和辅导，且授课过程将会被录制

成视频可供学生回放学习。

一对多辅导（直播课）

一对多辅导界面 学生查看回放界面



通过互联网促进智力资源向城市副中心流转

从2016年12月、2017年6月、2018年3月进行了三轮试点。截至2018年7月15日试点中期结束，申报的双

师已达10036名，覆盖北京市17个区，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和房山6个区的初中阶段52354名学

生开展。

问题数：83555

回答数：269361

（部分问题有多个老师答）

参考的教师人数：10036

参与辅导学生人数：18258

有效辅导次数：186467

累计辅导时长：41797.03

试点取得了成功，有效实现了教师智力资源的线上流转，为六个试点区的学生生提供了接触北京市各区优秀

学科教师的机会，扩大了优质教师资源的影响范围，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教育资源均衡。

教师提交微课数：5202

中心开发微课数：12242

微课总浏览数：超过100万次

有效互动课堂数量：459

参与学生人次：11113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多种渠道帮助学生解决个性化的学科问题，部分学生已养成在线辅导习惯

通过对学生的诊断测评和在线辅导，学生有机

会接触到来自全市的优秀的教师，及时解决学

生在校外遇到的学习问题。通过在线辅导，促

进了学生知识、兴趣的提升，改善了学习方法。

此外参与二轮试点1对1辅导的学生中有61.3%

的学生同时参与了第一轮试点的1对1辅导，表

明部分学生已经养成了在线辅导的行为习惯。 二轮试点参与1对1实时辅导学生参与第一轮占比试点情况

六中的张瑞在线提问400次，由班级
第八名上升至第三名
台湖学校的江华提问206次，通州四
中的李祎恒提问194次，柴厂屯的马
欣悦提问143次，甘棠的李佳琪提问
143次……



 进一步扩展教育公共服务创新的受益群体范围，全市优质教师智力资源在线流转到六个远郊区县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北京市17个区的

10036名骨干教师辐射了六个远郊区县的

135所学校，在线辅导让各区教师与各校学

生均建立了联系，为六个远郊区县52354名

学生提供了接触北京市各区优秀学科教师的

机会，扩大了优质教师资源的影响范围，一

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教育资源均衡。各学校学生与各区教师社会网络交互图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汇聚各学科的共性问题，后续为精准教学和学科教研提供支撑

通过对1对1辅导学生提问数据的整理分析，提炼出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学生提问知识点的分布情况，有助于挖掘

出学生的学科共性问题，为后续精准教学和学科教研提供支撑。

第一轮试点数学学科1对1辅导学生提问知识点分布

 

第二轮试点英语学科1对1辅导学生提问知识点分布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为家庭经济条件基础不同的学生提供了平等接触优秀教学资源的机会，对

于基础较弱学生学科成绩提升更加明显，实现精准问题解决和提升

双师服务为经济基础和自身能力基础不同的学生提供了平等

接触优秀教学资源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于教育机会

不均等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助于后进学生实现学

科知识的精准打击和提升。

通
过
数
据
分
析
发
现
，参

与
双
师
对
成
绩
基
础
弱
的

学
生
提
升
更
快
（
英
语
学

科）
案例：

郎府中学王楠同学，自幼丧母，与爷爷
相依为命，双师服务帮助王楠同学找到
好老师，帮助她学习，解决了教育供给
服务刚需问题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通过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的探索，缓解高收费辅导班导致的社会分层加剧

问题，有效增进家长的教育获得感

学生和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对项目的满意

通过学生、家长问卷以及部分家长座谈活动了解到，“双师服务”两轮试点均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

一在线辅导形式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补充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问题，而且线上教师的辅导质

量有保障，能够让学生学得更好，家长更加放心。



 为教育和经济背景薄弱的家庭提供多元辅导选择，降低家庭辅导经济压力同时促进教育公平

父母受教育程度情况
家长支持使用双师在线辅导情况

在线辅导为这些教育背景薄弱的家庭提供了多元辅导选择，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补充，在减少家庭辅导经费投入、

缓解经济基础薄弱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于教育

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初中及以上学

历
42%

高中学历
33%

本科及以上学

历
25%

非常不支持
2%

不支持
3%

一般
25%

支持
33%

非常支持
37%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为教育和经济背景薄弱的家庭提供多元辅导选择，降低家庭辅导经济压力同时促进教育公平

父母受教育程度情况
家长支持使用双师在线辅导情况

在线辅导为这些教育背景薄弱的家庭提供了多元辅导选择，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补充，在减少家庭辅导经费投入、

缓解经济基础薄弱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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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及以上学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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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学

历
25%

非常不支持
2%

不支持
3%

一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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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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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学生和家长在家使用双师服务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学生及教师反馈

双师服务试点效果



 在线辅导平台功能得到学生和教师的一致认可，绝大部分师生都期待在线辅导工作继续推进

非常不满意
1% 不满意

1%

一般
13%

满意
32%

非常满意
53%

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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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京报、中青在线、北京晨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在线、首都之窗、光明
网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社会反响热烈 认可度高



03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公共服务变革

万物互联
云网端一体

数据智能

虚实融合实时通讯

教育供给
个性化

教育服务
业态虚实
融合

教育供给
社会化

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主
体从单一的政府和学校
拓展到企业和社会

通过学习分析和智能推荐，为学习者提
供个性化的资源和服务，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需要

线上供给成为可能，线上
与线下的无缝学习空间为
实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模式



多元教育服务供给

学生

学生

统一模式的学校教育供给

学习社区

精准的学习内容

与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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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学习空间

权威知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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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结合的多元教育服务供给



用互联网破解规模化覆盖与个性化支持的难题

公平（每个人都有）与质量（跟每个人能力匹配）

大规模 个性化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变革趋势

供给变革

内容变革

方式变革

形态变革

结构变革

监管变革

决策变革

转向虚实融合的新型教育服务业态

转向基于全学习过程数据
的精准、个性化教育服务

转向社会化协同的新型
分工形态

转向共性需求与个性
需求包容的平衡结构

转向基于数据的实时
监管与预警

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
公共治理决策



未来教育

We are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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