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背景下，AI 信息技术赋能构建“双师课堂”

的研究》开题报告

一、报告简介

本报告旨在介绍“双减”背景下，AI 信息技术如何赋能构建“双师课堂”的相

关研究。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实践探索等方面，深入探讨 AI 信息技术在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减轻教师和学生负担、提升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

二、项目背景

“双减”是我国教育部门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机

构压力而提出的重要政策。该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校需要积极探索和寻找更为

优质、高效的教学方式。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AI）逐

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本研究旨在利

用 AI 信息技术，构建“双师课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

展。

国内外的 AI 双师课堂研究现状如下：

1.国内：在“人工智能+教育”时代，当人机协作模式中的机器具备了更高

的拟人和互动性，它就会进化为 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智能双师”

（dual-teacher-model）协作模式，即教师同 AI 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个性化教

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传统的网络学习空间也会演化为智慧学习空间。一

些教育机构和企业也开始尝试将 AI 双师课堂模式应用于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

例如，好未来、编程猫等机构和企业开始推出 AI 双师课堂服务，旨在为学生提



供更加个性化、高效的课堂教学。目前，AI 双师课堂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应

用和研究。

2. 国 外 ： 2019 年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提 出 的 “ 智 能 双 师 ”

（dual-teacher-model）协作模式，即教师同 AI 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个性化教

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些国家已经将 AI 双师课堂模式应用于中小学的

课堂教学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经成功地将

AI 双师课堂模式应用于中小学的英语、数学等学科的教学中，并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总的来说，AI 双师课堂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并成为了一种

趋势。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AI 双师课堂模式将会得到更加广泛

的应用和推广。

三．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1． 核心概念的界定

（1）双师课堂：最早是指在职业技术教育当中，教师既需要展开理论知

识的授课，也需要教授实践技能。因此职业技术学校经常与企业合作，使学生能够

得益于在校教师和企业教师的“双师教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双师教学的概念已比较

模糊，它既可以指职业技术教育当中的校企合作，也可以指同一课堂两位老师的教学，

也可以指优势的教育资源引入乡村学校。本课题所研究的“双师课堂” 是基于跨学科

的信息技术课堂上引入其它学科教师的课堂。

（2）AI：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

统， 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

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



（3）双减：“双减”政策的“减”主要包含两点：一是减轻学生作业负

担；二是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主要是使教育过程中学生作为意

义主体的价值得以呈现，实现人性启迪、思想启蒙与精神塑造。要通过教育使人成为

彰显和谐性、独特性与主体性的全面发展的人。“双减”旨在恢复教育生态，避免应

试化、短视化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精神及综合素质，全面夯实人才积淀，

进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及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2． 研究对象：主要为信息技术学科的学生，兼顾语文、数学、英语、美术、

科学等学科的学生。

3． 研究方法

（1）文献调研：收集与“双减”、“AI+教育”、“双师课堂”等相关文

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2）实地调查：对一些已经实施“双师课堂”的学校进行实地调查，了解

其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为研究提供参考。

（3）案例分析：选取一些成功实施“双师课堂”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其

经验和方法。

（4）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运用

SPSS 等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5）归纳总结：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优化措施。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1．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利用 AI 信息技术，构建一种新型的“双师课堂”教学模式，旨

在减轻教师和学生负担，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具



体来说，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 AI 信息技术在“双师课堂”中的应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2）分析 AI 信息技术在“双师课堂”中的作用机制，探究其提高学生学习

效果的原因；

（3）探索 AI 信息技术在“双师课堂”中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4）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双师课堂”教学模式，为“双减”政策的实施提

供可复制的经验。

2.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1） AI 信息技术在“双师课堂”中的应用。

（2）“双师课堂”的构建与实施。

（3）“双师课堂”的效果评估与优化。

（4）“双师课堂”与“双减”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3．实施步骤

（1）前期研究阶段（2022 年 6 月——20227 年 12 月）

主要内容有：理论学习、转变观念。根据学校、学生实际情况调查，确定主要

研究学科内容。

（2）中期研究阶段（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①听取全国的、省市各级的整合课，认真分析内化，指导自己的课题实验；

②进行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③分析反思，统一思想，进一步指导教学实践。

（3）总结阶段（2024 年 1 月-20249 年 4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有：整理研究资料和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与统计；撰写

实验结题报告。

五．预期成果

阶段成果：

1、将教学实践中与课题研究相关的各种问题和情况进行汇总，为课题的

深入研究做好调研工作。此阶段主要是课题前期准备阶段，当然后继研究中陆续

出现的问题，也要进行汇总。

2、积累课题研究相关的教案，将老师们磨课后的教案及时留存。

3、积累课题研究相关的教学资源 ，包括课件、微课、视频等相关资源。

4、积累课题研究相关论文，将老师们各阶段的研究精华汇总成册。

5、积累课题研究相关的优秀课例，将老师们各阶段研究的优秀课例汇总，

做为日后推广的范例。

6、中期研究报告，对前期研究进行总结，总结课题研究的可行之处进行

推广， 找出课题的不足之处或是错误之处进行调整，确保研究的有效性。

最终成果：

1、课题研究教学案例汇编，在研究的主要阶段，尤其是中期之后，将形

成教学策略的各学科案例进行汇总，装订成册，这阶段主要实施从 2023 年伊

始至课题研究结束。

2、课题研究论文汇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各位研究成员对本课题的思

考、实践以及教学策略有了质的变化，成形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将其升华为论文成

果。这部分成果的形成也主要形成于研究的中后期。

3、课题研究实验报告，从课题开始研究起，做好相关资料的采集、整理，



为形成最终的报告打下基础。

六．科研优质保障力量

1.专业引领：聘请教研室领导等作为本课题的顾问，定期来我校做专家讲座，

听实验老师的随堂课，进行随机检测，与其他学习的班级做比较研究。

2.优质团队：由学校领导、区骨干教师、区教坛新秀、优秀一线老师组成。

3.管理经验：我们提出“确立效率意识，促进师生发展；强化系统意识，形成

教育全力；增强责任意识，发挥引领任用；加强规范意识，保证研究质量”等课题开

展组织策略。

4.理论基础：课题参与者对小学课堂教学活动组织、实施等均好玩的录取强的

理论素养，前期研究比较到位，已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获奖。

5.经费保证：学校能提供课题实验所需的经费，保证给予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