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教 学 研 究 室 ）

关于征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师研修案例

的通知

各区教育信息中心、各有关活动组织单位:

为贯彻落实《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扎实

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根据《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

心(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举办 2024 年全国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

动(第二十八届教师活动)的通知》要求，现特发起本次案例征集活动。

请各有关部门认真研读教师研修专项指南，组织广大教师积极参

加，有序落实各项工作，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有效推动

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

联系人：陆其中 15021103067

附件：教师研修专项指南

2024 年 10 月 18 日



附件：

教师研修专项指南

2024 年 10 月



目录

一、参加人员

二、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内容

（二）案例类型及要求

（三）案例资格审定

（四）案例制作

三、参加办法

（一）参加办法及报送案例数量

（二）案例报送

四、咨询与服务

附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应用案例信息表



1

一、参加人员

各级师训、教研、电教、装备等机构或部门的管理人员、

教学人员、技术人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均可自愿参加。

二、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内容

2024 年教师研修专项聚焦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

能教师研修，共征集三类案例成果：区域研修应用案例、

校本研修应用案例、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案

例。参与教师根据研修实施情况可自主选择参与其中一类

案例成果征集。

（二）案例类型及要求

1.区域研修应用案例：是指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的数字资源和相关应用功能，支持开展区域教师研修。

包括线上研修、线下研修、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研修

等多种形式。区域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应

用作为推进教师培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创新组织机

制，深化培训模式改革，推动研训一体化，塑造教师发展

新动能，提高区域教师发展的自主性及效能。区域研修应具

备规模化、组织化、一体化特征。

（详见附件：区域校本教师研修应用案例要求）

（1）要求：须提交案例信息表、案例介绍文档、相

关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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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表：内容包括案例名称、作者信息（最多 3

人）、案例类型、案例概述、作者声明等。（详见附表）

案例介绍文档：即案例的主体部分，文档必须包含基

本情况、过程与举措、经验与成效、特色与创新等内容。

介绍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展区域教师研修

的基本情况说明，相关过程与举措，取得的成效与经验总

结，以及本案例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相关支撑材料：包括通知文件、制度文档、研究交流、

宣传报道，以及其他成果支撑材料。

（2）报送形式：案例以压缩包形式打包并以第一作

者姓名命名，应包括三部分内容：a.案例信息表、b.案

例介绍文档以 Word格式、c.其他相关支撑材料根据内容

命名，可包括 PPT、图片、PDF文件、mp4 格式视频等，总

大小不超过 100MB。

2.校本研修应用案例：是指中小学、幼儿园利用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数字资源和相关应用功能，建立研

修共同体，支持开展常态化校本研修的案例。包括线上研

修、线下研修、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研修等多种形式。

学校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应用作为推

进校本研修数字化的重要途径，提高教师核心素养与教育

教学能力，促进校本研修增质提效。校本研修应具备组织

化、常态化、一体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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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区域校本教师研修应用案例要求）

（1）要求：须提交案例信息表、案例介绍文档、相关

支撑材料。

案例信息表：内容包括案例名称、作者信息（最多 3

人）、案例类型、案例概述、作者声明等。（详见附表）

案例介绍文档：即案例的主体部分，文档必须包含基

本情况、过程与举措、经验与成效、特色与创新等内容。

介绍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展教师研修的基

本情况说明，相关过程与举措，取得的成效与经验总结，

以及本案例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相关支撑材料：包括通知文件、制度文档、研究交流、

宣传报道，以及其他成果支撑材料。

（2）报送形式：案例以压缩包形式打包并以第一作

者姓名命名，应包括三部分内容：a.案例信息表、b.案

例介绍文档以 Word格式、c.其他相关支撑材料根据内容

命名，可包括 PPT、图片、PDF文件、mp4 格式视频等，总

大小不超过 100MB。

3.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案例：是指在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通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探索名师

引领的资源共享、骨干培养、协同教研、教育帮扶的新路

径与新模式。要促进线上工作室和线下工作室融合发展，

创新线上工作室建设机制，加强线上工作室规范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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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数字化对名师示范引领工作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应用要具有组织化、规范化、可持

续的特征。（详见附件：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

案例要求）

（1）要求：须提交案例信息表、案例介绍文档、相

关支撑材料。

案例信息表：内容包括案例名称、作者信息（最多 3 人，

需包含工作室主持人）、案例类型、案例概述、作者声明等。

（详见附表）

案例介绍文档：即案例的主体部分，文档必须包含基

本情况、过程与举措、经验与成效、特色与创新等内容。

介绍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进行工作室建设和

应用的基本情况说明，相关过程与举措，取得的成效与经

验总结，以及本案例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相关支撑材料：包括通知文件、制度文档、研究交流、

宣传报道，以及其他成果支撑材料。

（2）报送形式：案例以压缩包形式打包并以第一作

者姓名命名，应包括三部分内容：a.案例信息表、b.案

例介绍文档以 Word格式、c.其他相关支撑材料根据内容

命名，可包括 PPT、图片、PDF文件、mp4 格式视频等，总

大小不超过 100MB。

（三）案例资格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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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组织联络人须做好案例初评工作，应特别注意

把握以下两点原则：

1.有政治原则性错误、概念性错误及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的案例，取消参加资格。

2.作者应对案例的原创性、真实性负责，非原创的

部分需注明出处。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

案例作者承担。

（四）案例制作

1.每件案例作者人数不超过 3 人。

2.参与项目的教师对报送信息和案例的准确性、完整性

负责。

三、参加办法

1.报送时间：2024年 10月19日-10月 25日。

2.报送方式：由区联系人收集整理后，打包发送至市活

动联系人邮箱：17717890700@163.com。

3.报送数量要求：各区至少报送 10 个案例，其中区域

研修应用案例 1 个、校本研修应用案例 7 个、线上名师名

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案例 2 个。

四、咨询与服务

参与项目过程中若有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项目业务咨询电话：15021103067 陆其中；

邮箱：17717890700@163.com。

mailto:177178907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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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应用案例信息表

案例名称

作 者 信 息

（最多 3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手机

案例类型
□1.区域教师研修应用案例□2.
校本教师研修应用案例
□3.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案例

案
例
概
述

（根据选择的案例类型，概述案例情况、工作成效、特色亮点等，不超
过 300字。详细案例附后，参照要求的模板进行案例撰写，详细案例不

超过 3000字）

作
者
声
明

我(们)在此申明：该案例是我(们)原创，不涉及抄袭或侵犯他人著

作权等问题。

作者签名：

日期:

共享提示：同意将案例结集出版或在教师活动网站等公益性网站共享；同意将案例

推荐给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www.smartedu.cn）。

http://www.smar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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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校本教师研修应用案例要求

1、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助力教师研修的工作

机制，加强研修计划、组织管理、督促落实、总结提升等工作。将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寒暑假研修统筹纳入本地或学校，做好寒暑假研修与其他各类教师培

训衔接，探索用好寒暑假研修资源的模式、机制。

2、用好平台资源和功能。熟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板块的课

程资源，根据区域校本研修需要，选择合适且有针对性的研修资源。熟悉平台其他

板块的数字资源，根据区域校本教研需要，选择合适且有针对性的数字资源。根

据区域校本研修需要，可上传本地资源。用好平台的教研群功能，建立研修共同体，

利用教研群提供的即时交流、资源共享、研修活动、视频教研等工具，开展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研修活动。提高网络安全意识，上传信息资源确保符合政治性、科学

性、规范性、适用性等要求。

3、创新研修模式。区域或学校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应用作为

推进教师培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自主

学习与小组研讨结合、培训教研教学结合，强化实践转化，切实提高教师学习效果。

4、加大支持服务。为教师提供及时的支持服务，熟悉平台功能操作和资源

情况。进一步完善研修数字化管理功能，指导本级区域和下级所属学校的平台研修

管理员账号，做到应开尽开、应用尽用、能用会用，发挥各级研修管理员作用，提高

教师发展数字化管理水平。

5、加强宣传交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助推区域校本教师发展数字化转型，引导交流区域、学校、教师等不同层面研修

创新实践。



线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应用案例要求

1、完善工作机制。促进线上工作室与线下工作室融合发展，完善工作机制，提

高工作室活跃度。工作室成员分工明确，配合高效。建立计划总结制度，确保工

作室建设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建立工作室安全机制，主持人签署承诺书，组织引

导管理员、其他成员等，提高网络安全意识，上传信息资源确保符合政治性、科

学性、规范性、适用性等要求。

2、熟悉平台及工作室功能。熟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主要板块资源及

相关功能，熟悉线上工作室管理功能，做到工作室主页自审，信息更新及时准确，工

作室信息资源分类管理清晰有序。熟悉工作室数据管理，通过数据全面了解工作

室建设与应用情况。

3、创新应用模式。探索利用工作室在资源共享、骨干培养、协同教研、教

育帮扶等方面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工作室年度贡献值不低于100分。工作室积极

参与教育部组织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寒暑假研修。利用工作室功能支持线下、线

上教研和资源共享。全年至少开展1次工作室直播活动，利用直播功能，将本地

线下教研活动拓展到线上，面向全国发挥辐射引领，提高工作室影响力。

4、加强宣传交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引导交流区域、学校、教师等不同层面研修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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