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虚拟教研室建设工作要点 
 

虚拟教研室自 2022年 2月启动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得到

广大高校教师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注教研的热潮，

目前三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共计 787 个，分布在全国 282

所高校，注册成员突破 7 万人；2023 年，虚拟教研室进入重

点建设阶段，在平台建设、协作研究、典型示范以及大型交

流研讨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24 年，我们将持续以高等教

育战略发展需求为牵引，动态调整工作重心，突出应用导向，

以人工智能赋能信息平台建设，全面服务基层教师，进一步

加速虚拟教研室建设及成果落地。具体工作要点如下。 

一、推动教学教研智能化 

（一）人工智能赋能信息平台建设 

整合用户端需求，增强智能客服系统算法，探索拓展 WEB

端应用路径，丰富功能设置，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推出教研

助手，集成智能教研工具，辅助教师高效、高质量完成备课、

集体研讨等日常教研活动；生成教研行为轨迹，跟踪教研室

成员参与教学研究情况，形成教师教学发展与教研潜力画

像，帮助教师了解自身优势和短板，提升教研能力与教学水

平。 

虚拟教研室建设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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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赋能教研试点建设 

专家组协同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共同开展基于

学科的人工智能教研试点建设。聚焦教师教学发展需求，以

人工智能技术为抓手，开展人工智能辅教辅研、教研应用场

景挖掘等多角度的研究和探索，助力教师教学研究的智能化

发展。 

（三）智慧数据管控赋能三级平台三大中心建设 

持续加强虚拟教研室平台标准化体系打造，支持省级平

台建设，鼓励校级试点建设。巩固信息平台建设成果，提升

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治理能力，加快建设统一、高效

的用户、数据、资源三大中心。优化常态化数据监测系统，

实时采集生成全国虚拟教研室动态运行数据，支撑智慧教研

大屏定时更新、正常运转。 

二、推进交流机制常态化 

（一）加强对内外交流平台建设 

依托信息平台、内刊、微信公众号等进一步强化虚拟教

研室内外部交流机制，加强虚拟教研室建设课题、典型成果

等常态化宣传，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凝练教学实践中的经验与

研究成果；加大协作组与秘书处、编辑部协作力度，打通教

研成果实时输出渠道，争取在更大范围内辐射带动全国基层

教学组织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二）积极开展教研交流活动 

根据专家组要求，以学科协作组为单位，常态化开展年

度工作要点提交，并以此为主线统筹全年度交流活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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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需进一步拓宽覆盖面、提升参与度、扩大影响力。持续

举办年度总结大会，全面总结建设成果，加快固化优秀教研

经验和做法，围绕建成高标准的教学组织体系、锻造高水平

教学团队、培育高质量教学研究与实践成果等目标，进一步

打造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和质量文化。 

（三）推进应用平台交流融通 

加强与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联通，强化与教育教

学各板块之间联系，打破资源孤岛壁垒，探索虚拟教研室平

台资源对外融通机制；推进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型课程协同建

设模式，加强资源对外合作，支持优质教研成果在第三方平

台开展教学应用，着力构筑合作、共享、开放的教学研究生

态；改进应用平台数据互通与交互机制，拓展教研成果展示

等功能，进一步细化虚拟教研室内部以及虚拟教研室间的交

流共享。 

三、推行图谱应用标准化 

（一）研制知识图谱建设规范 

以认定的 50 个虚拟教研室典型教研成果（知识图谱）

建设质量为基准，协同虚拟教研室内、外专家深入研究知识

图谱建设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研制《知识图谱建设规

范》，引领虚拟教研室知识图谱标准化、优质化建设。 

（二）建设标准知识图谱库 

全面提升知识图谱构建工具智能化水平，带动虚拟教研

室打造优质知识图谱。根据《知识图谱建设规范》，结合前

期优质知识图谱存量，遴选典型专业/课程知识图谱，集成

标准知识图谱库，探索基于标准知识图谱库的各专业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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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共创、共享、共生机制，为高校教育教学智能化发展提供

“新型基础设施”。 

（三）推广知识图谱应用 

系统发挥知识图谱个性化支撑教师备课、教研、建课等

辅教功能，全面推广知识图谱应用；围绕能力图谱构建，鼓

励探索知识图谱个性化辅学功能的开发与应用，推动实现具

备智慧教育特征的知识结构图谱化，资源组织系统化，学习

数据可视化，学习管理智能化。 

四、推广示范对标国际化 

（一）建选示范典型 

提高虚拟教研室建设站位，鼓励广大教师在国际化和信

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开展中国特色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

发挥虚拟教研室建设模式优势，全面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新时

代教学教研等相关活动的开展，适时选树虚拟教研室示范典

型，逐步形成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中国范式。 

（二）探索示范典型走出去机制 

以虚拟教研室示范典型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基于基层

教学组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以“高校教师教学组织

和教学发展体系建设研究项目”、《高校智慧教研》等平台

为突破口，充分借助学科协作组在各自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实施中国式基层教学组织发展体系建设出海计划，逐渐扩大

虚拟教研室国际影响力，探索智慧教研国际化宣传与推广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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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动管理布局规范化 

（一）优化专家组秘书处组织模式 

进一步明确专家组各专题工作组的职责分工，加强专家

组与协作组协同联动；细化秘书处与协作组的协同工作内

容，发挥协作组联络员沟通优势，提升运作效能。 

（二）规范年报制度 

进一步规范年报制度，为示范典型遴选提供依据；将年

报与实时数据相结合，为常态化质量监测提供基础，建立定

期提醒制度，为整体提升虚拟教研室建设质量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