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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围绕打通从高质量课堂教学建设理念到具体教学实施的野最后一公里冶的问题袁以野高质量课堂教学的

数据特征是什么样子的钥 冶及野如何基于大数据循证优化现有的课堂教学袁以实现高质量课堂钥 冶两个核心问题袁基于循证

实践的视角袁从前人研究的文献成果中梳理了目前已经发现的高质量课堂教学的特征袁并通过开展基于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的证据创制的实证研究袁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高质量野好课冶的 9大数据特征袁为一线中小学教师开展基于高

质量课堂数据特征的教学改进提供了详细的循证实践指南遥最后袁反思分析了运用 AI+大数据等技术创制证据所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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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发现院如何打通从高质量理念到
具体课堂实施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钥

课堂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袁 亟待实
现从低质量教学向高质量教学的跃升遥由于课堂教学的
复杂性袁涉及教师尧学生尧内容尧环境和组织等多方面的
因素袁因此袁高质量的课堂教学一直是许多国家关注的
焦点性研究问题[1]袁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对发现各自
国家高质量教学的特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2]遥
有研究者指出袁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教育体系在提升
教学质量的道路上需要探索和甄别出适用于本地的

关键性杠杆或敏感的教学改进策略[3]遥在我国袁随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提出袁对育人为本的课程实施和核心
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都提出了新挑战[4]袁作为教育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袁 探索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促进课堂教学提质和教研增效的新样态亟须专业支

持袁以实现从高质量理念的树立到课堂教学的转变遥
尽管教育领域不断发生变化袁但高质量的课堂教

学一直是不断被期待的焦点遥虽然高质量的课堂教学
乍看起来似乎很简单袁 但其特点却一直是个模糊概
念袁因为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对教育质量
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5-6]遥 然而袁这些不断发展变化
的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袁使得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都
感到了严重的困扰袁为此袁本研究认为袁应该通过进一
步的研究为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提供基于循证的高

质量课堂教学的实践指南袁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教
学改进的抓手袁以打通从高质量理念到具体高质量课
堂教学实施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由此袁本研究聚焦两个核心问题院第一袁高质量课
堂教学的数据特征是什么样子的钥第二袁如何基于大数
据循证优化现有的课堂教学袁以实现高质量课堂钥

二尧寻找文献中的证据院已经发现的高质量
课堂教学特征有哪些钥

目前袁针对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已经积累了一些研
究成果袁 这些研究旨在通过不同的视角更好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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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尧操作化和衡量教学的质量[1]遥 然而袁由于不同文化
和不同传统的国家对于高质量课堂教学的特征理解

具有明显的不同[7]袁所以袁尽管教学质量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袁但其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袁而且
相对于其他课堂教学研究领域来说袁关于高质量课堂
教学特征的研究较少[8-9]遥本研究首先寻找了前人已经
通过研究获得的高质量课堂教学的证据遥

渊一冤高质量课堂教学的内涵
教学是一个嵌入在文化背景中的互动元素系统[10]袁

课堂教学是教师尧学生尧教学内容和组织等多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2]遥 课堂教学是影响学生学习的
重要因素[11]袁因此袁对于高质量课堂教学的内涵理解
存在学生中心说和问题中心说等不同见解遥

学生中心说的主要观点认为袁高质量课堂教学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院第一袁以学生为中心尧非歧视性尧
基于标准的课程结构曰第二袁对教育实践的研究和对
社会未来需求的预测有助于当前对学校课程结构的

理解[11-12]曰第三袁课程应该强调对重要知识领域的深入
而不是广泛的覆盖袁真实的和情境化的学习问题袁以及
强调技能发展和知识获取的问题解决遥高质量的教学要
为学生提供合作与协作的课堂时间与空间袁支持所有学
生建立联系袁构建新的学习[13]曰第四袁课程还应针对个
体差异袁密切协调和有选择地整合主题袁并注重学生
学习的结果尧标准和目标[14]袁高质量的教学需要在教学
中让学生有意识地开展自我评估袁给予学生练习尧回顾
学习并获得反馈的机会以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13]遥

问题中心说的主要观点认为袁 教学的认识论表
明教学是一切问题的衍生物[15]袁问题是教学的逻辑起
点袁学生思维的发展取决于问题的层次[15-16]遥 因此袁一
堂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应该从问题的特征及其在课堂教

学中的使用尧学生对问题解决方案的讨论与报告袁以及
解决方法等围绕问题属性的多个方面进行评估[2]遥高质
量的教学不仅要关注教学内容的覆盖范围袁而且还应
该揭示让学生深入思考先前所学事实尧经验和理论的
新想法袁即教学不仅仅是记忆和练习袁还必须涉及理
解尧应用尧创造和评价遥 因此袁高质量的教学一定要以
高阶问题和问题解决活动为引领袁让教学不仅支持基
础知识的获得袁而且还应激发指导问题解决的高阶思
维[17]遥 高质量的教学需要教师提出更多的高阶问题袁
促进学生发展分析尧评价和创造等高阶认知[18]遥 同时袁
教师向学生提问时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师生对话的机

会袁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袁教学需要通过多轮对
话袁促进学生的回答更侧重于解释和证明其推理的论
述袁以达成分析和评价等高阶认知层级[19]遥 高质量的

教学需要教师给学生提供更多提出问题的机会袁并需
要师生一起协同解决问题[20]遥

上述学生中心说和问题中心说虽然在关于高质

量课堂教学的具体见解上有所不同袁但在学生的认知
参与尧为学生提供社会情感知识和对学生的理解进行
评估与回应三个方面均关注到了学生高阶认知层级尧
合作学习参与度和知识建构层级等关键指标遥

渊二冤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袁证据的科学性来自对应野客观事实冶的

假设袁 这赋予了基于科学路径所获得的证据的权威
性遥这些科学证据被认为是基于可追踪的野事实冶创制
而来袁被特别放在了野证据等级冶的顶端袁隐喻了这些
证据揭示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袁是科学思维中认定的
野客观冶存在[21]遥 按照获取证据的方法袁美国循证教育
将证据从低向高划分为了六个等级院传闻尧案例研究尧
相关研究尧前后对照组实验尧对照组实验和随机对照
组实验[22-23]遥为此袁研究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人员开
始使用除了个案研究之外的方法与工具通过课堂观

察袁开展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遥
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是围绕获得相关证

据展开的遥 目前袁针对高质量教学特征的研究体系尚
不成熟袁具体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何获取证据来源和如
何评估证据两个方面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袁为了获得高质量课堂教学特
征的有关证据袁被广泛使用的方法是袁首先确定优秀
教师袁其次袁通过优秀教师的课程袁提炼高质量课程的
特点[2袁24-25]遥然而袁也有研究者指出袁并不是每一位经验
丰富的优秀教师的每一节课都是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袁
所以袁建议针对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证据应该
从日常的常态课中选取[2]袁而以常态课为样本聚焦高
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袁给研究者在获得证据方面
带来了严峻挑战遥

近年来袁研究人员针对常态课的研究开发了不同
的课堂观察工具袁 一般由通用维度与特定内容维度
组合而形成观察的焦点袁 从教师与学习者角度或仅
仅是学习者的角度袁通过对个案进行编码分析[18]袁以
获取高质量课堂教学的特征[1]遥 例如袁有研究者开发
了一套包含教学内容尧教学程序尧教学策略三个大类
共十个标准的教学质量评估工具袁 用于分析高质量
课堂教学的特征[2]遥 也有研究者对比分析了 12种不
同的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质量评估框架后发现袁不
同框架在发展方法和目的尧理论基础尧涵盖的教学焦
点尧 可操作性和测量以及现有的信度和效度证据等
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袁但其共同特点有院渊1冤均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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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分解为一组质量特性曰渊2冤这些特性可以通过观
察来测量曰渊3冤开发适当的比例和锚定点袁以捕获不同
特性的质量曰渊4冤不同特性所构成的特征形成了可区分
的潜在结构曰渊5冤从课堂观察工具中所获得的教学质量
分数可以在相关条件下进行概括曰渊6冤教学质量得分较
高的课堂袁学生会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收益曰渊7冤教学质
量得分与教师特征相关袁如实践性知识等曰渊8冤不同课
堂观察工具与教学质量的测量结果密切相关[7]遥

针对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一般都遵循循

证研究的特点袁从获取证据尧评估证据到应用证据形
成一个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证据尧使用证据和优化证据
的闭环流程遥然而袁由于研究成本比较高袁已有研究往
往以个案研究为主袁证据等级不高袁且不同的课堂观
察与分析工具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具有明显的差异袁造
成了当前针对高质量课堂教学特征的研究亟须发展

新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质量遥
渊三冤高质量课堂教学的实践特征
在世界范围内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一项关于高

质量课堂教学的循证研究当属经合组织渊OECD冤开展
的名为全球教学洞察渊Global Teaching InSights袁简称
GTI冤 的项目遥 该项目自 2016年要2020年通过对智
利尧哥伦比亚尧英国尧德国尧日本尧西班牙尧墨西哥和中
国共 8个国家的数学常态课课堂录像尧 教学设计文
本尧学生作业等多模态资料的收集及系统分析袁为了
形成对高质量教学的共同理解袁GTI在 8个国家标准
和全球实证研究文献中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袁得出
了高质量课堂教学的六个核心实践领域院 课堂管理尧
社会情感支持尧课堂话语尧学科内容质量尧学生认知参
与尧对学生理解的评估和回应袁且每一个实践领域都
界定了要素和具体指标[26]遥 但距离打通教师从高质量
理念到具体教学实践之间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还需要寻
找到粒度更小的研究证据遥
国外一些研究者通过开展准实验研究尧 对照组实

验研究和相关研究等循证研究袁发现了教学支持行为尧
教学组织行为和社会情感行为等粒度更小的证据均与

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有关遥 其中袁教学支持行为渊如提问
和积极反馈冤能够带来更高的教学质量袁有效促进学生
的学业成就[27]遥教学组织行为通过减少对教学的干扰
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袁 有效地利用了可用的教学时
间袁从而促进高质量的教学[28-29]遥 社会情感行为与更
好的学业成绩[27袁30]以及更积极的师生关系[31]均呈现出

正相关关系遥 也有研究者发现袁能够实施高质量教学
的教师具有更强的学生意识袁 更能够充分了解和理
解学生袁 并能依据学生的不同水平使用多种策略实

施因材施教袁课后能够反思与改进未来教学[20]遥
在我国高质量课堂教学既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内涵袁又需要展现课堂固有的育人功能袁体现促
进学生知识意义建构和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32]遥 有研
究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指出一堂高质量课堂所具

有的三个突出特征院 在建构性中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尧
在生成性中体现教师的主导性袁以及在多元性中体现
教育的创新性[33]遥 也有研究者从主体尧内容尧过程尧效
果尧支持和进化共六个维度抽象概括出一堂高质量教
学的野好课冶特征[34]遥

综上所述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袁虽然一些研究者
已经在高质量课堂教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袁但是国
内外的现有证据均缺乏可操作性袁仍然需要在高质量
课堂教学的概念化尧 操作化和测量方面做更多的工
作袁以便更加清晰地揭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质量
课堂教学的数据特征袁从而深化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的
策略尧方法和途径遥

三尧基于技术的证据创制院我们当前课堂
教学的高质量特征是怎样的钥

按照戴维斯 渊Davies冤的观点院在缺乏证据或缺乏
可靠证据时袁就要致力于生产与教育实践高度相关的
新证据[35]遥 到 20世纪末袁社会和教学的复杂性程度都
空前加大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证据创制的新路径和新
方法袁从而推动了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证据
创制的深化发展遥为此袁研究团队运用 63个维度的课
堂教学行为大数据[36-37]和 6个维度的实践性知识大数
据[38]对一节课的教学质量进行数字画像袁从而发现了
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新样态遥

渊一冤发现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
依据文献中的证据线索袁 作者从来自 26个省共

56380节视频课例的数据库中袁 进行了首轮筛选袁筛
选出同时具有布鲁姆认知层级数据尧合作学习数据和
教师实践性知识数据的 124节课例袁其中袁文科课程
78 节尧理科课程 44 节尧综合课程 2 节曰小学课程 91
节尧初中课程 23节尧高中课程 10节遥为了寻找高质量
课堂课例袁本研究在首轮筛选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两
个必须同时满足的筛选条件院第一袁将 AI自动课例分
析得到的课堂教学行为各维度数据标准化后相加渊负
向维度为相减冤袁总分排名在前 25%的课例袁即为优秀
等级的课例曰第二袁需要满足平均布鲁姆认知层级逸
应用层级的课例袁即课堂达成深度学习的课例遥 经过
第二次筛选袁 本研究在 124节视频课例的基础上袁获
得满足上述筛选条件的共 36节野好课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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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维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约束

1 布鲁姆平均认知层级 0.81 41.12 0.17
2 记忆性问题 0.76 27.76 0.18
3 认知记忆性回答 0.76 25.98 0.18
4 创造评价性回答 0.66 23.73 0.20
5 创造性问题 0.66 15.84 0.20
6 讨论后汇报 0.64 14.29 0.20
7 教育信念 0.63 10.15 0.23
8 若何问题 0.61 3.19 0.25
9 深化认识层 0.61 4.84 0.22
10 反思性知识 0.61 10.35 0.23
11 提升肯定 0.60 3.38 0.24
12 小组责任的分配 0.60 13.87 0.21
13 深度二对话 0.58 7.25 0.24
14 批判性问题 0.58 1.95 0.26
15 深度三对话 0.57 3.43 0.24
16 是何问题 0.57 1.91 0.27
17 小组成员的参与性 0.57 8.27 0.27
18 人际知识 0.57 4.41 0.28
19 学生行为占有率渊Rs冤 0.57 2.38 0.27
20 深度一对话 0.56 3.39 0.26
21 知识建构平均层级 0.54 0.55 0.31
22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0.52 0.25 0.31
23 重复肯定 0.51 0.98 0.30
24 情境知识 0.50 2.12 0.33
25
26

策略知识

无回应

0.47
0.43

0.61
0

0.37
0.62

将 36节野好课冶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尧教师实
践性知识大数据与全国常模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后

初步获得了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袁 在问题类型尧师
生互动尧教师回应尧学生认知深度尧小组合作学习参与
度和教师实践性知识等多个维度与全国常模数据均

出现显著差异遥 高质量课堂在问题类型方面袁记忆性
问题尧创造性问题尧批判性问题尧认知记忆性回答尧创
造评价性回答尧是何问题和若何问题与全国常模数据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渊 <0.01冤曰在师生互动方面袁学生
行为占有率渊Rs冤尧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讨论后汇报与
全国常模数据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渊 <0.01冤曰在教师回
应方面袁重复肯定尧提升肯定和深度三对话与全国常
模数据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深度一对话尧深
度二对话与全国常模数据存在显著差异渊 <0.05冤曰在
学生认知深度方面袁布鲁姆平均认知层级和合作学习
知识建构层级中的深化认识层与全国常模数据均存

在极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合作学习知识建构平均层级
与全国常模数据存在显著差异渊 <0.05冤曰在合作学习
参与度方面袁小组成员的参与性与全国常模数据存在
极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小组责任分配与全国常模数据
存在显著差异渊 <0.05冤曰在实践性知识方面袁策略知
识尧 情境知识与全国常模数据存在极显著差异 渊 <
0.01冤袁教育信念尧人际知识和反思性知识与全国常模
数据均存在显著差异渊 <0.05冤遥

渊二冤探寻高质量课堂数据特征的关系
为了发现高质量课堂的众多数据特征中最重要

的数据特征袁依据差异性分析所发现的野好课冶的数据
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后袁 依据各数据维度之间的相关
性袁绘制了网络关系图袁如图 1所示遥图中各节点的面
积对应节点度袁而节点之间的连接线的粗细对应两个
数据维度间的相关性系数遥

图 1 高质量课堂数据特征的网络关系图

图 1中灰色节点表示此维度属于课堂教学行为
数据特征袁黑色节点表示此维度属于实践性知识数据

特征遥针对如图 1所示的网络关系图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袁可以获得各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尧中间中心度以及
约束的数据袁具体见表 1遥

从表 1中的接近中心度指标可以发现袁学生布鲁
姆平均认知层级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处于最接近中心

的位置袁是高质量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数据特征袁反映
了学生的学习深度和思维水平袁 该数据特征与学生
的高阶认知尧合理的推理能力尧问题求解能力尧批判
性思维能力尧 合理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等高质量教
学目标密切相关[39]曰两个负向指标包括记忆性问题和
认知记忆性回答也处于网络中比较中心的位置遥 创
造评价性回答尧创造性问题尧讨论后汇报与教育信念
在网络中也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遥 中间中心度指标
反映了各节点在网络中起的中介桥梁作用袁 教育信
念和反思性知识是连接课堂教学行为与实践性知识

的重要节点袁见表 1遥 约束指标反映了指定节点占据
结构洞位置可能性袁即节点约束越小袁其占据结构洞
位置可能性越大遥

表 1 高质量课堂数据特征的社会网络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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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践领域 数据维度 数据变量

1

学生认知参与领域 教

学

行

为

教学支

持行为

创造性问题

2 批判性问题

3 冲突管理

4 深化认识层

5 记忆性问题渊负向冤

6 教师评估与回应领域 社会情

感行为

深度一对话渊负向冤

7 社会情感支持领域 提升肯定

8
实践性知识

教育信念

9 反思性知识

为了发现多个数据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袁本研究
使用最大似然估计建立了以学生布鲁姆平均认知层

级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袁如图 2所示遥

注院*表示 约0.05袁**表示 约0.01遥

图 2 以学生布鲁姆平均认知层级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如图 2所示袁课堂中的创造性问题尧批判性问题尧
合作学习知识建构层级中的深化认识层尧提升肯定和
深度一对话渊负向冤都对学生布鲁姆平均认知层级有
直接影响曰深化认识层受记忆性问题渊负向冤以及合作
学习中冲突管理的影响曰创造性问题和冲突管理受教
师教育信念影响曰记忆性问题受教师反思性知识影响
渊负向冤遥这一结果与研究团队运用质性研究所获得教
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结论具有一致性袁即教师
实践性知识中的教育信念和反思性知识水平是影响

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因素[40]遥
对照文献中寻找到的证据线索袁可以发现高质量

课堂的 9个数据特征袁见表 2遥
表 2 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

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共有 9个指标袁其中 7个
正向指标袁2个负向指标袁分别对应着学生认知参与尧
教师评估和回应尧社会情感支持三大实践领域袁即与
教学支持行为和社会情感行为两类教学行为有关遥与
前人研究所不同的是袁本研究发现教师实践性知识中
的教育信念和反思性知识两种成分对高质量课堂会

产生重要影响遥

四尧设计循证实践方案院如何基于高质量
课堂的数据特征优化课堂教学实践钥

由上述发现可知袁一堂高质量课堂的数据特征中
包含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维度袁虽然实践性知识决定
了教学行为[41-42]袁但是实践性知识作为证据促进教学
行为的改进是需要多条件和长周期的[43]遥

其实在循证实践中证据与实践一直存在着距离袁
使得最佳证据在实践中得不到及时尧合理的应用袁浪费
了证据资源袁也造成了从理念到行为转化的藩篱遥为此袁
一种被称作整合型知识转化研究渊Integrated Knowledge
Translation袁IKT冤的循证实践方法袁提出在循证实践中
将知识转化的方法贯穿于整个循证过程袁让循证研究者
和知识使用者在知识转化过程中密切合作袁运用知识证
据产生更有效的实践解决方案袁促进从理念到行为的转
变袁使优化与改进的决策实施更易于进行[44]遥

为了消弭循证实践中证据与实践间的距离袁本研
究将知识转化过程整合到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的过

程中袁建构出集教师合作学习尧专业反思与教学改进
于一体的优化课堂教学袁实现高质量课堂的循证实践
指南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实现高质量课堂的循证实践指南

如图 3所示袁 基于 AI和大数据等技术创制的证
据开展优化课堂教学袁实现高质量课堂的循证实践指
南是以中小学教师尧 教研员和大学研究者为主体袁以
教学改进为客体袁借助多模态数据尧理论工具尧支架工
具和 AI大数据课例分析平台等多种知识工具袁 在动
态反馈机制尧证据评估机制尧数据认同机制尧数据共享
机制尧数据运用机制尧个体反思与集体反思机制尧教研
组织结构变革机制等多种数据治理机制的支持下袁实
现课前教师实践性知识外化与社会化袁数据助力优化
教学设计曰课中教师实践性知识外化与组合化袁数据
赋能教学的提质增效曰课后教师实践性知识组合化与
内化袁数据诊断教学过程以形成教学改进方案遥

依据循证实践指南作者团队先后在全国东西部多

个地区开展了 2年以上长周期的循证实践袁取得了显著
成绩遥 例如袁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2.5年的

14



2024年第 3期渊总第 371期冤

序号 数据变量 累计改进率

1 创造性问题 正向变量 47.40% 尹
2 批判性问题 正向变量 6.75% 尹
3 冲突管理 正向变量 128.33% 尹
4 深化认识层 正向变量 94.81% 尹
5 记忆性问题 负向变量 51.69% 引
6 深度一对话 负向变量 19.79% 引
7 提升肯定 正向变量 59.51% 尹
8 教育信念 正向变量 111.84% 尹
9 反思性知识 正向变量 77.00%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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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论与反思院基于 AI+大数据技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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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产生尧 证据的运用和证据的优化环节紧密结合袁
解决了循证实践中证据产生尧证据运用和证据优化的
三大难点袁将教学实践尧教学研究与教师改变融为一
体袁有效地缩小了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袁赋能教师
由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的转变袁助力了高质量课
堂教学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遥

第二袁需要警惕技术理性产生的证据依赖遥循证共

识追求证据的清晰性和确定性袁 这是将现实世界简单
化的科学路径遥 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和实践性知识大
数据所创生的证据是科学加工的结果袁 是追求可计量
的可数字表达的野硬性数据冶[45]遥 然而袁任何技术途径获
得的证据都存在技术局限性尧态度偏见尧共情误差和适
配偏差袁 为此应该特别重视循证实践中多主体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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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的实践路径需要教师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通过教与学活动落实到每一节课中遥 这就意味
着高质量的课堂教学的实践路径需要从知识传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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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bridging the "last mile" from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high-
quality classroom teaching to the specific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two key questions of "what
the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 -quality classroom teaching are" and "how we can optimize existing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big data evidence to achieve a high-quality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classroom teaching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so far from the literatur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bases on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perspective. Then,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f evidence cre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proposes nine major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quality "good lesson" based on big data, providing a detailed evidence-base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quality classroom. 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s and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reating evidence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plus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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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ystem science. In particular,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ings; industry refers to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things; university refers to the teaching system of things; research refers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of things; and application refers to the career system of things. This mechanism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s and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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