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宁夏教育网云平台
实现课堂教学与云平台深度融合

今年，灵武市教育体育局以
“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大数
据为依托，以自治区教育云平台
的资源、教育教学应用为支撑，
依托自治区教育厅“互联网＋教
育”示范校、培育园项目，完成了
灵武市第一中学、灵武市第四小
学、灵武市第一幼儿园示范校、
培育园项目，建成智慧教室，利
用智能平板电脑，在教育教学的
课前、课中、课后的智能化学习、
智能化教学、智能化评价，利用
互 联 网、大 数 据 及 人 工 智 能 技
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变
教师的教学方式，最大限度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满足领导，教师、
学生及家长的需要。

灵武教育系统依托“互联网+
教育”大平台升级扩容，在完成与
大平台对接互通的同时，积极建
设中小学智慧校园、智慧网络等
平台，完善教师基本情况数据库，
深化网络学习空间开通和应用，
实现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全覆盖、
校园云平台与国家平台数据的互
联互通、协同服务。

今年 3 月，在利用好“空中课
堂”的同时，灵武市还通过微课、
网络教研互动、特色课程菜单、家
庭教育提升等多种形式，助力停
课不停学，丰富学生的学习与生
活。“自己动手做了很多小手工，
了解的知识也多，我很喜欢这个

‘空中课堂’。”白昀就读于灵武市
第一小学四年级，在“空中课堂”
上了一节音乐课后，他和妈妈一
起用家里废弃的罐子制作了一个
简易的敲打乐器。这样的特色课
程在灵武市并不少见，语文、科
学、美术等科目的老师，都会鼓励
学生自主去拓展学习一些“空中

课堂”之外的内容，从不同方面加
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并提
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请所有
同学拿出练习本来进行计算，并
且进行验算，随后我们找同学来
连麦。”灵武市第七小学三年级的
数学教师罗政菊在家里通过直播
软件给学生们上课。她告诉记
者，学生们已经通过“空中课堂”
学习了除法验算，但她担心学生
们不能完全掌握，于是就利用微
课再给学生们巩固复习。

为完成对接宁夏教育网云平
台，实现课堂教学与云平台深度
融合，灵武教育系统迅速提高教
育城域网网络服务能力，增加学
校接入互联网络带宽，实现全市
规模 500 人以上的学校万兆接入
教育城域网，教育城域网带宽升
级到 4G。着力开展智能评价系
统的应用探索。依托宁夏教育云
平台网络阅卷系统、大数据智能
分析系统，对学生、教师、学校的
成绩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为教
育教学、教学管理、学校教学质
量分析提供实证依据。与此同
时，建成网络在线互动课堂系统
全覆盖。在全市各学校、教学点
搭建网络在线互动课堂数据设
备，完成全市专递课堂与自治区
教育云网络在线互动课堂系统的
对接，推进全区优质资源与灵武
市薄弱学校“一对一、一对多”结
对帮扶。实施“互联网+教育”应
用融合试点，以点带面推进“互
联网+教育”与校园文化、创新素
养、安全管理、家校合作等方面
应用融合工作，初步实现城区所
有学校“互联网+教育”融合应用
试点建设。

自全区提出建设自全区提出建设““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示范区工作以来示范区工作以来，，灵武市紧灵武市紧
紧围绕创建紧围绕创建““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示范区的目标要求示范区的目标要求，，积极推进积极推进““智慧教智慧教
育育”“”“智慧校园智慧校园””建设建设，，争取自治区争取自治区““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千万专项资金千万专项资金，，
用于用于““数字校园数字校园”“”“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示范校等项目建设示范校等项目建设，，努力构建具努力构建具
有示范性有示范性、、高效性高效性““互联网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教育服务和教育教育服务和教育
治理新模式治理新模式。。

按照实施“互联网 +教育”
融合应用试点工作，灵武市学
习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银川
市第二十一小学等试点学校建
设，迅速实施建设“互联网 +教
育”智慧校园示范学校，促进
灵武市“互联网 +”创新素养教
育深度融合，建设一批互联网
创新课堂、人工智能教室和 VR
教室，推进教师智能助手创新
应用。加快改善乡村学校数字
化办学条件，实现每所乡村学
校、教学点网络互动课堂全覆
盖，通过“互联网+教育”，让优
质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放大，让
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

如灵武市第四中学以教师
信 息 化 应 用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为
依托，建设智慧校园、智慧课
堂。先后建成了学校录播室、
微课录播室、学校责任量化管
理平台、学校网络直播平台和

校园网络监控平台，并在班级
安装了智能电子班牌，在每个
走 廊 安 装 了 希 沃 电 子 显 示
屏。通过信息化建设，教学资
源得到合理配置，管理效益得
到提升。

灵武市通过实施“互联网+
教育”行动计划，2020 年基本实
现全市中小学宽带网络全覆盖
和信息化教学环境全面普及；
初步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
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
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
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
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
信息素养普遍提高，顺畅对接

“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灵
武市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
体系重构，着力促进城乡教育
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师
生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建设智慧校园示范学校
助推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素养教育

近年来，灵武市在学校互联
网校校通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学
校的光纤化升级改造，着力解决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城区大学校宽
带网络接入等问题，不断提升全
市中小学信息化硬件设施条件，
实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带宽满
足“互联网 +教育”信息化教学应
用建设需求。

2019 年 11 月 ，灵 武 市 召 开
“互联网 +教育”工作推进会，全
面部署，高位谋划，研究推进建
设项目，助力教育领域课程与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加快“互
联 网 + 教 育 ”示 范 应 用 工 作 进
程。两天时间，参会人员全方位
关注设施设备推介、技术应用展
示、云数据资源应用培训三个环
节，为搭建以互联网新设备技术
应用为基础，宁夏教育云平台功
能开发和师生家长云平台资源
共享为软实力的“互联网 +教育”
整体架构建言献策。

一年来，灵武市在借鉴发达
省区及我区“互联网 +教育”建设
应用先进做法和成熟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本地教育教学、学校布
局、师资装备实际，要着力提高教
育网络服务能力、智能评价系统
应用、网络在线互动课堂系统搭
建、“互联网+”与创新素养教育融
合等多方面的现代化数字教育环
境，为灵武市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优质资源共享、教育公平实现提
供一条快车道。

在灵武市第一小学录播教室，
学生通过现场视频连接与泾兴小
学、东塔回民小学、马家滩小学三
所乡村学校的学生一起上课。通
过远程数据传送，灵武市第一小学
老师提出的课堂问题，由远在白土
岗的泾兴小学学生回答，现场图
像、声音清晰流畅。

据介绍，城市学校教师只需
要打开智慧教育“双师课堂”就
可以在农村学校教师的配合下顺
利完成多个班级、多个学校的教

学任务，使优质的教学资源得到
了共享。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
比，远程在线课堂使农村学校的
课堂教学鲜活、丰富、灵动了起
来，激发了学生兴趣，活跃了课
堂 气 氛 ，扩 充 了 教 学 容 量 。 同
时，还促进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
流，使不同学校的老师通过网络
数 据 的 方 式 进 行 研 讨 ，相 互 学
习，提高教学质量。灵武市泾兴
小学校长杜生福表示，同学们在
灵武市第一小学共同体学校的引
导下，每学期至少听 15 节课，举
行 3 次双师课堂研讨活动，这些
活动的开展，一是明确了学校教
师专业发展的方向，二是提供了
优质的教育资源，同学们很喜欢
这样的课堂教学。“我非常喜欢
这种‘双师课堂’，因为它可以增
进双方学校的关系，还可以和对
方学校的学生一起互动，跟双方
老师一起沟通。”灵武市泾兴小
学学生母雪荣说。灵武市马家滩
小学教师王丹介绍，“互联网 +教
育”让该校老师和学生坐在教室
里就能学到很多需要外出才能学
到的知识，既提升了老师自身素
质，也培养了学生在学习方面的
独到见解。

2019 年 ，灵 武 市 依 托“ 互 联
网 +教育”大平台升级扩容，在完
成与大平台对接互通的同时，积
极建设中小学智慧校园、智慧网
络等平台，完善灵武市教师基本
情况数据库，深化网络学习空间
开通和应用，逐步实现网络学习
空间应用全覆盖、校园云平台与
国家平台数据的互联互通、协同
服务。到 2020 年，灵武市通过实
施“互联网+教育”行动计划，基本
实现全市中小学宽带网络全覆盖
和信息化教学环境全面普及，初
步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
标，推动灵武市教育理念更新、模
式变革、体系重构，着力促进城乡
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网络接入补齐教学短板
全面普及中小学校信息化

学生们在制作 3D 手工作品。

教师通过“互联网+”系统学习使用网络课件。

学生展示科技小发明。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编程。

一边学习互联网操作一边交流学习心得。

体验 VR 眼镜中神奇的世界。

本报记者 毕 竞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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