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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数字驱动的精准教学模式作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实践形式，

突破了教师主观判断和传统数据采集方法单一的局限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领学校教学变革，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文章就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初中英语精准教学的必要性及开展策略进行阐述。

教师应基于教育数字化背景，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即通过利用科学合理的测量工

具来有效追踪学生的学习表现，为教师的教学决策提供强大且真实的“数据智慧”，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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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learly puts forward “promot-
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practice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
tion, the digital-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mode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eachers’ sub-
jective judgment and the single traditional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nd the use of modern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to lead the change of teaching in the school, whic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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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and strat-
egies for precision teach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eacher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use the big data technol-
ogy to actively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is, through the use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ment tools to effectively track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a powerful and real “data wisdom” for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and thu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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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教学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系统性活动，其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而如何培养才最有效

的呢？精准教学理论认为，只有采用精准教学模式，使教学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与教学对象相匹配，教学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但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为学校教育变革提供了数据支持。在

大数据支持下，一线初中教师可以将教学活动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并形成一个数据系统，为

后续教师开展个性化、科学化、具体化的精准教学提供保障。 

2. 精准教学的内涵 

精准教学(Precision Instruction, PI)源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原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

国学者奥格登·林斯利(Ogden Lindsley)基于斯金纳行为学习理论提出的一个新的教学观念，当时也叫

“精确教学”[1]。其工作原理是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用科学的测量工具跟踪记录并分析学生在整个

学习过程中的知识及行为表现数据，挖掘出每位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利用信息智能平台对不同学习者

制定针对性学习方案并推送必要性的学习资源，使教学实施更具科学性，即教学策略与教学对象更加

契合[2]。 
在大数据支持下开展精准教学，教师要基于精准教学目标，精准分析学情以及学习任务，从而精准

选择教学内容、精准设计教学活动，最后精准评价学生学习表现、实施精准教学干预。如今教师可以借

助信息技术实现精准决策，但“精准”不能脱离于教学设计与实施，精准教学的积极意义仍需要在课堂

教学的过程中体现。 

3. 大数据技术推进教育数字化 

从传统教学到精准教学，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以教育数据

的分析和处理为核心，为教学决策提供科学性支持。学校内部产生的海量数据，如学生成绩、考勤记录、

课程评价等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学校可以深入挖掘这些数据，发现教学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和规

律，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教学改进措施。同时，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轨迹和行为习惯，提供针对性的学习

资源和建议，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自身潜能。并且，大数据技术也促进了学校间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合作。

学校可以将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给其他学校，推动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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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规模数据中识别出最佳实践和成功案例，帮助学校共同进步提升教育质量。引入信息技术对教育事

业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信息技术赋能的精准教学作为技术与教育结合的产物能有效兼顾学生负担与

教学效率，通过深入研究来确定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对学生学习数

据精准记录、精准干预，达成大规模班级同步授课环境下的个性化教学。 
总之，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学校能够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教学过程的个性化及精细

化管理，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助力培养更具创新和竞争力的人才。 

4. 大数据支持下精准教学实施的必要性 

4.1.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双减背景下，学生课业负担有所减轻，但应该在减负的同时增加学习的效率。传统的学习任务是面

向全体学生的，没有考虑到学生学习层次的差异，致使部分学生成绩止步不前。这不仅会使得佼佼者得

不到更高难度的训练，同时也会使得后进生倍感压力。精准教学模式遵从“因材施教”的原则，在对科

学数据分析过后，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个性化教学以及布置分层学习任务，以便提高教学效率，使

每个学生得到最优发展。另外，信息技术还可以帮助教师更加精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并及时做出调

整，进而帮助学生高效学习，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内化程度。 

4.2. 帮助教师弥补教学不足 

主观经验是传统英语教学的核心影响因素。教师习得的知识技能、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思维方式、生

命成长中塑造的价值观念，都对教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不可否认，主观经验具有重要作用。但传统教学

中，教师依赖主观经验分析学生、制定目标以及开展教学和评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其有效性也

有待提高。而在大数据的支持下，教师可以根据智能化平台所呈现的科学数据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及

行为表现，进而提供科学性的教学评价及教学干预。同时，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教学资源更加丰富，教

师可以结合大数据所给出的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为他们设计感兴趣的教学活动，进而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直接执行者，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学术能力及优化教学方案，教师应学会运用新方

法，以数字化逻辑开发出精准化的教学模式[3]。 

5. 大数据支持下初中英语精准教学的开展策略 

5.1. 精准诊断学情 

学情是指对学习效果有影响的学生信息。它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宽泛，不仅包括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

的知识基础、技能应用，还包括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和个性特征等综合因素。学情不仅为教学目标和教

学策略的选定提供参考，同时通过信息化数据收集和分析，也为教学评价及干预提供决策性支持。学情

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其一，整个班级以及每位学生所能完成任务的起点能力。依据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的情况是否能达到预期结果对教学进度进行调整，对于未达到预期起点能力的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进

行学习方法的辅导，使其满足课堂学习的先决条件，并成为课堂教学重点关注对象。其二，课前预习数

据还能为确定教学重难点的确定提供依据，通过后台所记录学生的预习情况考虑某知识点是否成为教学

的难点，并通过分析错误的原因，为突破难点提供参考。其三，学生的人格特质应成为学情分析内容。

学生的场认知方式是稳定的且区别于他人的，对不同内容的学习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对问题

情境的感知、对学习材料的加工方式等，因而对学生这方面的分析将指导教学设计中材料的呈现方式、

教学资源的推荐、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 
以英语写作课为例，教师要准确把握学生的写作基础、个人经历、情感特征等，展开学情分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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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确立教学目标做好准备。大数据又被称为巨量资料，是指需要新的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

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且多样化的信息资产[4]。大数据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依据所记录学生的学

习行为表现数据，迅速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特征进行分析。由此，教师成功实现对学生学情的全面

了解以及其学习发展趋势的预测，并为改善当前教学活动和调整今后教学预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性支

撑，推动教育科学化。 

5.2. 精准定位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程目标精细化、阶段化的实施步骤，是指对教学细节上的要求，是精准教学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目标精准是实施精准教学的必要前提，是后续教学评价与干预环节的决策基准线。实现精准

目标设计就是将原本描述模糊、难以观察的教学目标，转化为一系列层次界定清晰、可观察并量化阐述

的表现性目标，这些目标具有一定的上下位关系从而组成一张目标网络。在信息化背景下设定教学目标，

不仅要依据教学大纲及国家指定教学书目，而且是要在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基础上，在综合考虑学生各

方面差异的前提下，为不同学生精准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所谓“精”是指对每位学生学情数据的精细化掌握。以七年级上册人教版“Unit1 My name’s Gina”

为例，教师必须要基于小升初的背景，充分了解所在班级学生的心理素质、知识基础及学习方法等层面，

做好教学上的衔接。比如，大数据反映出哪些方面是学生的薄弱点，哪些方面是班级的整体优势等，随

后对症下药，将大部分学生出错的点，作为教学的焦点。所谓“准”，是指教学目标的确立同学情之间

的适配程度。通过对学业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并结合本单元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教师确定教学目标，

组织教学内容。比如讲到“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这一章，要考虑到青

春期阶段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特点。教师在进行知识讲授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的心理发展，最

终达到“教书”和“育人”的双重目标。 

5.3. 精准教学活动设计及干预 

明确教学目标和确定教学内容之后，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活动。一般来说，精准教学活动的开展要

以学生的差异性作为出发点，由于学生的心理、学习基础及个性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教学活动的侧重

点要有所区别，所以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也是开放和多元化的。教师可以用设计小游戏、设计测评练习、

学生课前展示的方式创设情境，进行探究学习，让每一位学生参与进来并且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并且，

活动开展完之后要做到实时检测。“教–学–评”一体化是指将评价活动镶嵌于教育教学和学习任务中，

构建一种健康的动态育人范式。在大数据的支持下，教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对学生进行学习过程诊断评

价，并得到平台的即时反馈。为了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也可以增加检测频次，坚持堂堂测、日

日测，以便提高学生学习效能。这种快捷的教学干预新样态，有效弥补了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周期长

的短板。同时，教师应根据课堂探究和随堂检测反馈信息，巩固基础知识、精讲重难点知识，进一步促

进师生互动，深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以写作教学为例，教师应从学习者自身特征出发，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学习期望等

因素，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合适的教学过程。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既要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即教师要

明确提出写作要求、合理规划和监控写作过程以及说明最终的评价标准，也要注重学生在该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积极完成写作任务。在大数据背景下，教师可以通过数据

的实时监测了解到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表现，并据此判断学生是否能够完成教学目标。为确保其精准实

施，对于那些偏离预设目标的学生，教师应对其进行精准干预，既可以通过线上指导，也可以选择面对

面交流。并且，精准教学的干预需要循环往复地进行，直至学生成功完成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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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精准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推动教学环节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学评价在提高中等

专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

精神体现出，信息化时代的教育要重新调整教学评价及教学管理方式，利用最新一代信息技术，跟踪监

测教学全过程，精准评估教学效果，转变以结果为导向的“单一性”评价为关注学习过程的“多维度”

评价，由仅重视知识传授向更加注重能力素质培养转变。 
在大数据背景下，教师可以在此阶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信息收集功能，将自己的课堂观察数据与

当堂训练、课后练习、学习过程数据等进行整合，利用信息技术的数据处理功能，深入挖掘、分析学生

在各个维度的学习表现数据。比如，通过学生课堂互动的参与程度，评价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以及个性特

征；通过课后自主学习任务的完成程度，判断学生的主动学习情况以及自学能力；以及通过对学生错题

信息的追踪，生成重点难点“思维导图”等。总之，教师要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学习的内在规

律及学习特点，形成精准的教学效能评估，进而促进教与学。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化教学评价模型能够充

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使教学评价更加客观、全面；能够集中、及时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状

态，整个教学过程会记录学生全过程学习的表现、行为等数据，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监督、作用，有利

于中等职业教育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精准教学模式将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化、定

制化的教育服务和支持。精准思维要求在全面掌握客观实际的情况下，深入细致地分析客观实际，从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确保问题的实际解决。在不久的未来，人机融合的发展模式将会是数

字化教育的趋势所向。该模式会涉及更多的技术和算法，如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更高的技术，以实现

更加智能化和自适应的教学。同时，该模式也需要关注数据隐私和安全等问题，确保学生、教师的个人

信息的安全和保护。最后，数据驱动的数字化精准教学模式不能成为单一的切片式教学案例，而应该贯

穿人的自然成长过程，需要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充分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价值观教育，实现人的健康、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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