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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反馈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
谱等技术应用实现教学知识供给
关系转变，实现教学资源找教师

智能识别课堂行为数据、
课堂违规数据，让课堂教

学质量有保障

构建数据聚合模型，建
立形成性教学过程记录，

让教学管理有据可依

智能

支持本地化弹性部署、微服务体系、开放式架构、数据标准统一等优势，实现第三方平台开放对接平台目标

智慧教学数字化转型服务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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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督导与评价的优势

传统督导评价的局限

• 评价主体较为单一

• 评价数据不够全面

• 数据分析费时费力

• 评价结果较为主观

智能督导评价的突破

• 多模态数据采集

• 大规模常态化监测

• 人工智能分析技术

• 过程性、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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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督导与智能督导良好互补

智能督导               传统督导

• 智能督导实现大规模常态化监测，实现精准督导

• 智能督导可筛查优秀和异常课堂，便于督导教师精准发现优秀教师和欠发展教师

• 督导教师可回顾查看课堂实录视频，核验智能督导评课结果，为提升智能督导准

确度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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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辅助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分析应用场景

课堂规范性监测预警 课堂教学质量分析 教师个人教学反思 教师集体教研

• 教学规范、底线监测

• 实时分析、课后分析

• 及时预警、精准定位

• 预警处理、人机结合

• 预警消息、总结推送

• 构建模型、指标量化

• 模型可调、同向同行

• 辅助督导、发现问题

• 数据驱动、明确对象

• 持续跟踪、过程评价

• 课堂回溯、影像可看

• 教学节奏、课堂控制

• A I  报告、自我反思

• 督导评价、建议意见

• 学生评价、多维分析

• 课堂公开、全校点评

• 新老结对、个人帮扶

• 青年教师、观摩优课

• 集体研讨、分析反思

• 伴随记录、后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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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音视频采集服务场景

多媒体教室 智慧教室（已有录播）

流媒体服务平台

督导巡课及审核评估平台

监考平台
指挥中心
课程平台
.................

教学资源点播平台

直播推送
直播拉流

直播画面

接口提供
教室实时画面

部署分布式多媒体
终端

板书摄像头安装

拾音设备安装

场景一：

课堂直播巡课

场景二：

轻量化常态录播

场景三：

专家远程在线审核评估

场景四：

数据驱动的教学质量评价

场景五：

在线监考平台

教师画面

学生画面

课件画面

板书画面

课堂语音流

辅助分析数据

接口提供
视频点播服务

录制教学资源

录制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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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督导：课堂教学过程智能全覆盖、全分析、全存储

智 慧 督 导 系 统 通 过 在 教 室 端 部 署 “ 音 视 频 采 集 设 备 ” 对 课 堂 学 情 采 集 分 析 ， 对 教 师 教 学 中 实 现 多 路 音 视 频 数
据采集和分析，并可实现本地实时编码、解码、复用、切片、分析、融 合 、 直 播 、 录 制 等 多 种 功 能 。 且 产 品 智 能
分 析 技 术 为 基 础 ， 具 备 一 定 A I 算 力 ， 可 实 时 计 算 和 分 析 课 堂 关 键 数 据 指 标 ， 深 度 还 原 教 师 教 学 的 细 节 过 程 ， 为
教学督导和教学管理者提供一个全景式，全周期的课堂教学定量分析系统。

AI边缘计算

• 边 缘 计 算 ， 部 署 简 单 ， 3 0 W

• 4 5 分 钟 课 堂 切 片 数 据 不 超 过 6 0 M

• 最 大 支 持 1 2 路 视 频 编 解 码

• 支 持 低 延 迟 W e b r t c 直 播 （ 延 迟

< 1 s ）

• 面 向 大 规 模 H L S 直 播 （ 延 迟 5 ~ 8 s ）

• 按 需 进 行 视 频 录 制

• 按 需 进 行 视 频 编 码 压 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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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智能评价维度模型及适应性配置

评价指标逻辑关系评价指标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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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评价维度模型及适应性配置

u 底层指标归一化

u 两层指标自由组合

u 指标调整分数试算

u 可据需求增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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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质量评估主要分析指标（一）
类别 具体指标 评估标准 预警指标点

课堂纪律

教师迟到、早退、旷教 开课持续未检测教师时长；未下课学生人数急剧降低；未检测到教
师+学生人数异常；

是

学生出勤率、准时率 按照课表应到人数，实时检测学生人头数；开课前3分钟学生出勤 是

教师教学

教师板书 检测教师板书行为及该行为课堂累计时长

走下讲台/来回走/不动 以讲台为中心，跟踪教师走动行为，横向走动和纵向走动

教学信息量 pc桌面画面教学内容变化分析，桌面内容变化低预警 是

讲授占比 教师和学生交互行为占比，理想为对半

教师活跃度 教师走动和抬头目视学生行为综合分析指标

讲授语速 根据语音识别转写结果分析（较慢、适中、较快）

语言交互性 分析师生话语轮次转换发生次数

长时间播放录像 教师桌面长时间播放视频超过设定阈值 是

接打手机 教师课堂上出现接打手机行为 是

长时间坐着上课 教师坐在讲台椅子行为时间超过设定阈值 是

长时间低头念课件 教师低头念课件，未关注学生状态行为总时长超过设定阈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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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质量评估主要分析指标（二）
类别 具体指标 评估标准 预警指标点

学生状态

课堂抬头率 秒级持续分析学生抬头且面向老师人数占比（指标来源：2019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效果评价技术2018YFB1004504）

是

课堂活跃度 分钟级分析学生头部抬头/低头的切换频次均值（指标来源同上）

前排就座率 以教室横向中轴线为基准，分析学生就座向前，居中，向后趋势（国家揭榜挂帅项目
“学生综合素养多模态智能分析处理及时”2021YFC3340803）

是

学生参与度 分析长期脱离课堂达到阈值的学生个体占总课堂人数比率 是

教学模式

课堂吸引力模型 将抬头率和活跃度做成课节分析散点图分布情况（指标来源国重点2018YFB1004504）

S-T模型 教师和学生行为时序分布，表征师生互动情况（主流课堂行为分析法）

Rt-Ch模型 判断课节教学模式分析，教师-学生行为转换次数占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例（对话型、
讲授型、混合型、练习型）

敏感内容
政治/思政敏感内容 对涉政治或者思政相关敏感教学内容进行权重分析 是

不文明用语 对老师不文明用语进行分析 是

下一步拟扩
展指标

教学信息化工具 对教师采用哪种信息化教学工具，以及具体功能通过桌面内容分类算法进行有效识别

讲授内容自动摘要 采用GPT大模型进行教学内容自动摘要

讲授内容自动切块 采用GPT大模型对讲授内容进行自动分段，方便评价者和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教学课次达成度分析 针对教学进度安排进行课次教学内容达成度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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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课堂直播巡课和课程录制

整合在不同教室硬件基础条件下，实现低延迟、高并发、多场景的在线推流直播/录制场景，

提供按教室、按课表、按教师三模式定位目标课堂，并实现每学期所有课时全录制。

教
室
端

前摄

后摄

拾音器

话筒

板书摄

音视频采集设备
• 音视频采集复用多路

• 声音流、视频流时间戳同步

• 按需HLS或Webrtc协议推流

• 按需录制存储、上传

• 按需编码压缩（720P）

• 解码、切片、提取、AI分析

流媒体服务器

推
流

督导巡课平台

直
播

教学资源点播

闲
时
上
传

回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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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驱动的课堂教学精准评价
    基于教学过程数据的深度分析，解决课堂数据采集难，课堂精准评价难，和教师精准督导难的问题，形成
教师课堂教学智能分析和画像，列出问题清单，精准督导培训，形成“综合评价、精准督导、多元助推、协
同提质”的正向机制。

课堂实时\持续异常行为预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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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模型（DeepSeek R1）的教学内容自动化分析

内容概述

课程目标

教学思路

知识要点

思政元素

教学方法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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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过程性评价-对课程实施进行宏观判断

课程数据总体分析

单一课程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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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感知数据采集可以看到当日或者近几日的异常指标课堂汇总，以更直观更智能的方式，帮助教学

管理者快速锁定潜在需要关注的课堂。

课堂预警-指标异常课堂分析和统计

每日异常看板 异常历史统计

直播异常分析 异常课堂处理

异常指标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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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将相关数据和报告推送给教务、督导负责人和一线教师，督促每日持续改进。

课堂预警-异常/统计报告推送

指标排行榜 当日异常数据汇总 教师课堂数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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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的教学评价管理

待督导目标课堂 督导任务指派 评课任务预约

重点课堂管理 重点教师管理 线上巡课督导

任务驱动：校/院级管理员可以指派相关听课任务给具体督导，督导接收任务后，可以加入评课计划中进行预约管理，按时听评课；

重点教师/课堂：针对重点课堂，特别是新开课；重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进行标识，让督导目标重点清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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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全 程 的 教 师 教学数据分析， 教 师 可 以 看 到 每 课 次 相 关 数 据 分 析 ， 了 解 自 己 的 教 学 节 奏 ， 实 现 平 行 课 堂
数 据 对 比 ，深 度 透 视 自 己 教 学 过 程 ， 帮 助 教 师 快 速 回 溯 整 个 教 学 过 程 ， 从 而 提 升 教 学 质 量 。

随堂反思，促进教师教学质量提升

教学过程数据回溯

课程数据记录

课堂反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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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分析报告自动生成（校、院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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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课堂教学分析报告（课程/课堂）

课程指标对比分析课堂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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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课堂教学分析报告（反向生成教学进度表/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教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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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数据驱动的教师研修，所有课堂实现公开课/观摩课

• 公开课：学校可以统一管控，通过授权，让全校教师可见、可评价、保证公平；
• 观摩课：教师自主邀请授权，形成“老带新，新学老”的线上教研室，自主研修。

在教学过程数据长期留存基础上，实现教学过程共享、共研、共评、共促，特别对年
轻教师教学提升提供有力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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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针对常态教学空间内教学和学习行为测量和教学分析，为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方法改进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信息科学、教育技术学、教育心理学、传感感知、视频分析、语音识别、语言理解

理论支撑

l 2023年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项目——“人

工智能赋能教与学的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l 2021年度国家“揭榜挂帅”项目——

“学生综合素养多模态数据智能处理技术”

l 2020年度湖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智慧教育平台关键技术研

究”

l 2019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基于

大数据的教学效果评价技术”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877060, 6197706

4

常态教室环境中教学活动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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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型教室检测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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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教室检测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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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教学环境应用不同算法模型

（小型教师斜装摄像头） （阶梯教室斜装摄像头）

（分组研讨型教师居中安装摄像头） （阶梯教室正装摄像头）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定量分析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效果
 

教师精心备课的课堂教学效果与正常备课的教学效果截然不同，说明教师的教学设计和组织的投入和产出，以及学
生认可和参与度成正比。“抬头率vs点头率”模型简单，但是能够直观、无歧义地描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注意力变
化情况。

精心备课的第一节

同一个老师，

同一个课堂
普通备课的第二节

不同的老师，

同一个课堂
有经验的老教师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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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体典型案例分析（一）

不同老师，同一课程，同样分组教学方式，所有课时数据叠加

小分组 小分组

横坐标：活跃度
纵坐标：抬头率

ü 虽然都是分组教学，不同的课程组织模式和教学方法也会导致完全的差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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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体典型案例分析（二）
同一课程组集体备课，不同老师，所有课时数据叠加

ü 课程组长和有经验的老教师课堂表现最好；
ü 青年教师E由于上课时向学生透露会全程录制，学生表现更加积极，说明教师的重

要信息反馈能对整个课堂形成正面激励作用

课程组长C青年教师A 青年教师B

青年教师E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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