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目标导向理念构建联动融合的
智慧教室建设新模式 
重庆邮电大学

2023年04月09日



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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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建设探索



智慧教室建设探索 智慧教室建设探索

2017

• 建设智慧教室2间
• 研发教室教学引导系统

智慧教室建设启航

2018

• 部署在线教学系统
• 研发教学姿态系统第一版

智慧教室应用建设

2020

• 翻转课堂示范课程教改启动
• 研发教学姿态系统第二版
• 联合企业开展产教协同研究

教学教研改革推进

2021

• 编制学校智慧教室建设规划
• 编制学校智慧教室建设标准
• 建设课程资源制作基地
• 建设智慧教室21间

规划及配套建设

2022

规模化建设推进
• 成立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 组建智慧教育研究团队
• 联合企业开展新功能研发

智慧教室建设试点

2019

• 建设研讨型智慧教室3间



智慧教室建设探索 智慧教室数字化改造

累计改造研讨型智慧教室19间，常态互动23间，合计42间



目标导向 联动人才培养 切实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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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建设核心



建设新模式 以目标导向（OBE）将智慧教室与人才培养联动

社会需求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能力矩阵 结果反馈

课程矩阵 结果反馈

质
量
评
价

评
价
分
析

               

               

教学活动
目标分解

课前课中课后
数据沉淀

教学活动
达成分析

基于智慧教室的教学过程

人才培养全链条的培养过程



以培养目标形成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以智慧教

室教学活动目标递进分解、教学活动以智慧教

室教学互动实现、教学活动目标达成以智慧教

室数据形成、智慧教室的教学活动累计汇聚形

成课程、专业目标达成度、以目标达成度结果

促进教学活动的设计改进，实现人才培养效果

持续改进

建设新模式 以目标导向（OBE）将智慧教室与人才培养联动

课前、课中、课后
教学评价      

教学小闭环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教学实施、质量评估

培养大环节

联动融合人才培养

发挥智慧教室作用



规划先行 需求导向 一体推进 发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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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建设分享



制定建设规划，明确建设指导思

想、建设目标、建设思路、建设

内容、配套实施的人员队伍、教

学改革、科学研究等，重点是解

决好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一体化

设计、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达成

问题

智慧教室建设分享一 规划先行、标准在前

制定建设标准，明确分类类型、

从硬件层、平台层、应用层明确

具体建设要求和内容，分层分级

的技术规范，重点解决技术要求

与投入产出平衡问题



智慧教室建设分享二  需求导向、集众所长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教学需求

• 支持第三方会议软件接入
• 一“盒”五场景，支持直播、录播、巡课、
督导、同步教学，低成本快速实施解决

AI智能维护管理需求

• 高精准（图像音频智能检测）
• 高效率（5分钟20间教室）
• 高可靠（提前排查发现问题）

分组研讨学习讨论教学需求

• 软件定义操作简便
• 小组IP流化分组模式自主灵活
• 系统调度响应迅速

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管理

• 本地化部署，教学数据安全有保障
• 资源本地存储，校本资源库轻松管理
• 教学设计模块灵活，老师操作简单

智慧教学系
统



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导向是核心 教学改革研究和推广应用是关键
软件应用、资源汇聚、数据分析是灵魂 适应发展变化的灵活架构是保障

遴选种子选手 学院团队组建 标杆学院示范 考评考核推广

示范课
程建设

示范案
例遴选

数字资
源建设

数字教
改推进

技术研
发支持

智慧教室建设分享三  一体推动、发挥实效



利用智慧教室摄像头识别教室人头数 利用姿态分析获取教室学习状态 累计识别教室学习状态数据

学校基于智慧教室自主研发教室引导系统（人数识别）、姿态分析系统（学习状态分析）

智慧教室建设分享四  结合优势、发展特色



学校利用智慧教室采集的教学视频，研发姿态管理系统，

进行课堂教学场景中典型师生课堂行为的识别、分析统

计和可视化展示，建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学生期末成

绩”三者之间的关联模型，对学生学习状态、教师教学

过程和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分析诊断，为教师优化课堂教

学方法、学生提升学习效果提供参考，对课堂学习状态

不佳的学生提供精准辅导和帮助。

智慧教室建设分享四  结合优势、发展特色



推动全IP化，拥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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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全网络化数字化底座
传统联接  硬件定义 • 全IP化更为灵活的施工架构

• 软硬一体简化统一使用维护

• 基于网络互联适应模式变化

• 基于软件定义更多功能扩展
全网联接  软件定义 

底层互联互通，教学易用 软件定义功能，扩展灵活聚合工具应用，操作友好

更简化

建设新模式  更为灵活的平台架构支撑

更友好 更灵活

             

             
       

      

统一信号标准，架构简化 AI智能运维，管理智能

             更易用 更智能
     

     
   



Thanks！
敬请各位领导老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