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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2.0的提出

2

“教育大数据建设及应用研讨会”

• 2017年11月2日

• 华中师范大学

• 首次提出“教育信息化2.0”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讲话中指出，把办好网

络教育写入十九大报告中，意味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开

始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下一步我国教育信息化将进入2.0时代，真正走出一

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提出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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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占元副部长在“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成立启动会上指出，把办好网络教
育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意味着我国教育信息
化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即我国教育信息化将进
入2.0时代。

2017.11.2 1

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的通知》，将谋划好“奋进之笔”作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2017.11.2 2

陈宝生部长主持召开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小组第四次会议，审定《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明确提出2018年教育信
息化工作的行动口号就是“让教育信息化2.0
变为现实”。

2018.2.2 3

教育部党组印发《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写好“教育奋进之笔”总体方案》，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列入“争先计划”，提出了
举措和进度安排。

2018.2.12 4



科技司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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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教馆

信息中心

基教司

高教司

职教司

教师司

科技司牵头，多个司局、直属单位支持
部领导汇报3次、专家征求意见2次、部分司局、直属单位、地方电教部门征求意见……

……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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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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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意义

2. 总体要求

3. 目标任务4. 实施行动

5. 保障措施



一、教育信息化2.0与时代的关系

二、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三、教育信息化2.0与2.0行动计划的关系

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八大行动的关系

五、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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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于信息时代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教育信息化

必须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1. 人类社会发展，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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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教育带来极大冲击

工业社会

蒸汽机

印刷机

工业社会

教育生态

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
教育生态

人力

畜力

手工农具

信息社会

计算机

云计算

互联网
• 办学形态
• 教学模式
• 学习方式
• ……

信息社会

教育生态

技术的冲击 技术的冲击



2. 中国历史进程，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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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

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

我国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

•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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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历史交汇，“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习近平：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必须深刻认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

性影响，更新教育观念，顺应信息社

会人才培养需求，调整发展定位，把

握发展重点。

教育信息化的新定位：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

本内涵和显著特征，是推动教育深

层次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

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

3.教育信息化的新定位



一、教育信息化2.0与时代的关系

二、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三、教育信息化2.0与2.0行动计划的关系

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八大行动的关系

五、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任务安排



1. 教育信息化2.0建立在1.0的坚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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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垒土

四个不变：

核心理念不变

•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

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

基本方针不变

• 应用驱动、机制创新

历史成就不变

• 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

•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 信息化技术水平

• 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推动

• 国际影响力

• 初 心

• 理 念

• 方 针

• 成 就

信息化初心不变

• 始终服务于教育事业

的改革发展



不仅普遍应用、深度融合，而且逐步构建出教育新生态

融合应用 → 创新发展：

2. 教育信息化2.0是对1.0的继承与发展

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

教育现代化的作用

教育改革发展的作用

不仅担当发展引擎，提供发展动力，而且引领发展方向

全面推动 → 支撑引领：

从被动应对走向自我突破、自我颠覆、自我挑战

外生变量 → 内生变量：



技 术

教
育

教育信息化1.0：

融合应用

教育信息化2.0：

创新发展

取得五大进展：

• 三通两平台取得实质进展

• 应用能力实现巨大提升

• 技术水平快速提高

• 革命性影响日益显现

•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实现三大突破：
• 应用模式

• 多方参与机制

•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推动三大创新发展：

• 发展重点的迁移

• 发展水平的进阶

• 发展模式的创新

3. 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一、教育信息化2.0与时代的关系

二、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三、教育信息化2.0与2.0行动计划的关系

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八大行动的关系

五、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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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2.0 ≠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 教育信息化2.0的先导性工程



1.教育信息化2.0是一个时期的概念

18

时 间

• 进入时间较明确：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 持续时间不确定：可能持续5年、10年或

更长

• 转段时间不明确：可能以一个里程碑意

义的节点为标志，比如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的零点革命

方 向

• 目标任务宏观：目标任务定性大于定量，

无法全面量化

• 总体方向明确：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创新发展，重构教育生态



教育信息化2.0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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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水平走在世界前列

• 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

• 五化：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 三学：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 五更加：实现更加开放、更加适合、更加人本、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的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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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明确
2018—2022年

三全两高一大
推进三个转变

构建三个新模式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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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两平台向“三全两高一大”转变

• 从注重物向注重人转变，

• 从注重数量增长向注重质量和效果提升转变

• 由三率走向三效，老三用走向新三用

• 信息化应用水平普遍提高

• 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 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 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

•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三全

两高

一大

• 发展重点的迁移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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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资源

实现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向大资源
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

• 师生能力

实现从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素养转变

• 发展方式

实现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发展向创新发展的转变

教育信息化
2.0

• 发展水平的进阶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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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模式的创新

构建信息化条件下
的人才培养模式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
教育服务模式

探索信息时代教育
治理模式

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加强对学习者认知和学习行为规律的
研究，养成师生数字化教与学的习惯，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新型
教学组织方式

建立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优质资源辐射到每个学习者，
缩小数字教育鸿沟和差距

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学
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
理方式变革，建立完善教育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



一、教育信息化2.0与时代的关系

二、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三、教育信息化2.0与2.0行动计划的关系

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八大行动的关系

五、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任务安排



八大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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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区域

师生

1.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6. 数字校
园规范建
设行动

3.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4. 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

5. 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7.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2. 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

8.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八大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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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

5. 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2. 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

8.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1.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3.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6. 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

7.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保障底线 全面发展 引领创新



1.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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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国家枢纽和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32个省级体系

全部连通，数字教育资源实现开放共享，教育大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全面形成。

① 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② 优化“平台+教育”服务模式与能力

③ 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



2.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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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保障全体教师和适龄学生“人人有空间”，开展校长领

导力和教师应用力培训，普及推广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实现“人人用空间”。

① 引领推动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② 持续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

③ 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④ 建设国家学分银行和终身电子学习档案



3.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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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以“三区三州”为重点的深度贫

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

发展，有效提升教育质量，推进网络条件下的

精准扶智，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部署。

① 支持“三区三州”教育信息化发展

② 推进网络条件下的精准扶智



4.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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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教育管理信息化顶层设计，全面提高利用大数

据支撑保障教育管理、决策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教育

政务信息系统全面整合和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共享

① 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

② 推进教育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③ 推进教育“互联网+政务服务”



5.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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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教育信息化各类试点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计划”的实施，认定

百个典型区域、千所标杆学校、万堂示范课例，汇聚优秀案例，推广典型经验

① 建立百个典型区域

② 培育千所标杆学校

③ 遴选万堂示范课例

④ 汇聚推广优秀案例



6.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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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点探索利用宽带卫星实现边远地区学

校互联网接入、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的有效途径。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数

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① 推进宽带卫星联校试点行动

② 促进数字校园建设全面普及



7.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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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网络，积极开展智

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

① 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示范

② 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

③ 加快面向下一代网络的高校智能学习体系建设

④ 加强教育信息化学术共同体和学科建设



8.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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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信息素养培育对于落实立德树人

目标、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作用，制定学生信

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规模化测评，实施

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

① 制定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② 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

③ 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



一、教育信息化2.0与时代的关系

二、教育信息化2.0与1.0的关系

三、教育信息化2.0与2.0行动计划的关系

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八大行动的关系

五、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任务安排



后续任务：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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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教技〔2017〕7号

•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教高〔2017〕3号

• 组织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

准备中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

教技〔2018〕4号

• 加快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指导

意见，起草中

•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

准备中

• 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推广活动

准备中

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



后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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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准备中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 进一步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指导意见

准备中

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

• 宽带卫星联校试点项目

2017年9月启动实施

• 宽带卫星联校试点行动实施方案，起草中

•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教技

〔2018〕5号

• 高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酝酿中

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



后续任务

38

•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研制中

• 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酝酿中

• 《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方案》，

起草中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 “智慧教育示范区”实施方案，准备中

• 与高教司合作开展创新行动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 “百区千校万课示范行动”的实施方案，

准备中

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