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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



1. 项目缘起



2018年9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9年2月 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其中之一

迈向教育现代化的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进程

添加标题

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

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

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

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

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推进教育治

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

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



十三五，19大后，教育信息化 2.0 

重点 关注质变，注重创新引领 、生态变革

“教育信息化2.0 时代的核心目标就是以教育信息化全

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提升教育品质，构建新时代教

育的新生态。”（ 杨宗凯，2018）

从教育信息化 1.0到教育信息化 2.0

起步

• 环境

• 网络设施

• 多媒体教室

• 数字校园

资源
• 精品课

• 基础教育资源

公共体系

模式

• 三通两平台慕课

• 翻转课堂

• 混合式教学

生态

• 智慧教育

• 智慧校园

• 智能技术

• 关注人的发展

20182016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一大两高

三全

国家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实践进程——转段升级新阶段



2016年，互联网教育领域三大主旋律：大融资、大并购、大直播

ToB 模式率先崛起，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将成为在线教育的第一

个爆发点。出现“知识付费”，如，喜马拉雅、知乎

“资本”与“教育”，以技术为中介相互调适
呈现“教育”和“技术”全域生态助力“互联网+教育”规范和升级

ToC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上半年，在线教育
行业出现上市3热、
融资热

• 人工智能的“应用元年”有温

度的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直播、VR

• 在线一对一、小班课

（作业帮、学霸君、小猿搜题）

• 在线教育 To C  模式出现爆发

点，

• To B模式为To C市场的产品奠

定基础

ToB

学校 区县 互联网

服务的计量、标准化、可审计
开放、全域的数据环境

“互联网+教育”进程推进的教育信息化行业生态——2C与2B融合进程的迭代前行

互联网教育投资上升期

“中国网络教育元年”

“慕课元年”

互联网教育投资爆发期

在线教育大资本时代

慢教育 + 快资本 “素质教育的黄金年”

数据体系 数据契约

私有云 公有云



面向互联网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体系重构发展趋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进程的对接

32个省市自治区
北京浙江 上海

2851个县（市）
北京：东城、大兴
深圳：南山、龙华
上海：闵行、杨浦

334个地级市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十九大”前夕，全国中小学
互联网接入率已达90%、多媒
体教室比例已达83%。

百度 腾讯 阿里 网易
互联网教育行业

334个地级市青岛长沙苏州运城

自下而上的生成，特别是
学校主体性实践意愿发展

自上而下的推动

县（区）级教育信息化融合发
展正成为热点

各领域表征性观点 基础教育 “两平台”



2. 目标、定位及关键问题



从
“
教
”
为
中
心
到
以
“
学
”
为
中
心

分层教学

如何高效利用学校
现有资源，既能满
足学生选科需求，
又能实现分层教学、
因材施教

走班管理

如何有效管理师、生、
课、室，让走班后的
学校管理高效便捷、
保障教学平稳有序

面向核心素养发展的课程改革新进程——考试制度改革牵引下的教育综合治理

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000

南北派之争

钟启泉 王策三

2001
课程三级体系

• 三类课程

• 三维目标

• 自主、合作、探索

2003

课程整合探索

• 信息技术与单一学科整合

• 学科内整合与学科间整合

• 深度整合，走向课程融合

2001
校本课程体系课程重构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

• 自主发展

• 社会参与

• 文化基础

学生发展指导

如何引导学生理性
选科，既能发挥学
科优势，又能符合
长远规划

教学 管理 指导



题库类 辅导班 教学平台
新型

教学资源 在线课程 混合学习

学乐云课
堂

BOXFI
SH
盒子鱼

中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面向学与教创新发展的全流程生态

“AI+教育”推动”互联网+教育”深化发展——普惠教育新时代



学校 资金

技术

教研 科研

行政

县域
“综合治理
协同体”

定位：以国家教育公共管理服务平台所

形成的教育信息化管理支撑体系为依托，

项目的编制互联网接入广泛用户参与基

础以及教育云服务体系服务县域、学校

教育信息化融合应用能力为基础，共同

探讨建构中国教育信息化体系发展县域

生态的途径、策略与方法

目标： 在国家“三通两平台”工程实践成效基础上，

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目标核心诉求为突破点，

从学校、县域两个层级的信息化互联网化发展为途

径，共同探讨建构中国教育信息化体系发展县域生

态，推动教育信息化融合实践走向內生变革、生态

发展、绩效引领新阶段，助力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

育现代化实践进程。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定位、目标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项目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
”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指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相关机构，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提供个性化支持和精准化

服务，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和教育教学过程数据，促进学习者在任意时

间、任意地点，采用任意方式、任意步调进行学习，为该区域师生提供高学习体验、高

内容适配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供给，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1.  以课程和实践为核心建构师生信息素养全面提升的途径和机制；

2.  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3.  依托学习过程数据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精准性；

4.  构建数据互联融通的个性化教学支持服务环境。

• 建设目标

• 建设重点2019年1月2日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关键问题

=



以智慧教育提升学校和区域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学习空间普及率和应用率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为聚焦方向，以相关教育科研团队、专家

学者为主要力量，基于腾讯智慧教育相关产品触达用户的能力和产品落地的实际情况，协同广大一线单位，开展面向学校、县域的智慧教

育发展生态监测、评估和绩效表征，以评价和综合案例为途径，落地教育信息化面向学校育人主场景，厘清互联网视野下学校教育信息化

发展策略分类及分级规范，推动迈向互联网教育生态发展的教育信息化2.0核心能力提升，为互联网背景下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引领性力量。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关键问题



3. 项目设计、研究计划



• 项目管理团队：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项目负责人 刘曦葳

• 专家团队：

1. 李玉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

2. 张治，上海市电化教育馆

3. 袁新瑞，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

4. ......

• 项目立项单位：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 核心研究单位：

1. 北京师范大学

2. 上海市电化教育馆

3. 西北大学

• 项目支持单位：

腾讯云、腾讯研究院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高位引领与跨界协同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区域智慧教育评价与报告框架

区域智慧教育评价 区域智慧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提纲

1. 区域智慧教育发展概述

2. 区域智慧教育评价框架及解释

3. 2019年中国县域智慧教育发展

4. 县域智慧教育发展案例质性研究

5. 智能+视野下智慧教育发展策略与途径

6. 区域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问题与对策

现状

推进

政策

学
与
教
方
式
创
新

师
生
发
展
幸
福
感

教育融合与创新



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2019年报告计划进度

启动

2019年5月22日

核心专家认证会

2019年6月

县域调研活动

2019年7-9月

县域调研会

2019年10月-2020年1月

稿件提交

2020年2月

统稿阶段

2020年3月

编辑出版

2020年4-5月

发布

202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