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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开局之年
以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新发展 *

——2016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大热点新闻解读

陈 琳1,2，杨 英1,2，华璐璐1,2

(1.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2.江苏省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是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初战告捷之年，教育信息化事业在

许多方面取得新突破。为了让人们全面领略我国教育信息化新发展，《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与中国教育技术协

会、《中国教育报》、江苏省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智慧教育研

究中心继续联合评选“年度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大热点新闻”。该文对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大热点新闻进行深度分

析，立体展现全年教育信息化的大发展，以进一步激发人们以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以及技术变革教育的行

动，推动我国技术变革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智慧时代；互联网+；十大热点新闻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是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规划谋划之年、道
路确定之年、示范引领之年、理论突破之年、融合
创新之年、期刊影响大提升之年、智慧工程开创之
年、管理体系完善之年、德育教育形式创新之年，
各项工作在“十二五”持续推进的基础上再上新台
阶，信息化在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下面将2016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大热点新
闻与教育信息化重大发展交织一起探讨分析。

一、国家密集规划部署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
代化

“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教育信息化全面
推动教育现代化”，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之
年，国家颁发的多个规划文件对教育信息化全面推
动教育现代化进行多维度规划与部署，使教育信息
化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教育信息化确定为国家

“十三五”教育现代化的8大工程之一，并规划了
教育信息化重大工程的内容，同时对应用信息化
手段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教育变革做出总体布
局：推动各类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办好开放大学，
发展在线教育和远程教育，整合各类数字教育资源
向全社会提供服务；推动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教
育新兴业态快速发展。《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就推进教育信息化、信息专门人才培养、国民
信息素养提升和实施网络安全人才工程做出战略部
署。《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就以信
息化支持和促进老年教育做出规划和制度性安排。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对教育扶贫做出系统
化安排，要以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文化素质和贫困家
庭劳动力技能为抓手，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阻断
贫困的代际传递。以上国家级规划中丰富的教育信
息化内容，至少给以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以
如下启示：

(1)国家对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变革、推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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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现代化寄予厚望，教育人要无愧时代，不负所
望，不辱光荣使命；

(2)“十三五”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可更加大有作
为的重要历史时期，教育人一定要把握机遇、自觉
担当，不断进行技术变革教育的创新实践，以尽快
实现我国教育在世界教育大格局中由跟跑为主、并
跑为辅向领跑为主转变；

(3)教育信息化不仅仅可驱动、推动学校教育现
代化，而且可驱动、推动社会教育的现代化、终身
教育的现代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教育工作者要
以更大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胸怀、积聚更大的力量
以更多样的时代化方式方法拓展信息化推动教育现
代化的疆界，紧紧围绕“全面推动”“推动全面”
的教育现代化做大文章。

继2012年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后，2016年教育部又颁布了《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再次对教育信息化工
作进行全面规划部署。《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4大转变为基石，重
点规划确立了“四个提升”与“四个拓展”的任
务。

以上规划立意高、目标大，为未来几年教育信
息化深化应用与融合创新指明了大方向。

二、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道路进一步确立

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初步探索出了一条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有机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育信息化发展路子” [1]，并将形成中国特色发展路
子作为“十三五”教育信息化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
一：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子，向世界教育信
息化先进水平赶超[2]。

在2016年全国电化教育馆馆长会议上，教
育部杜占元副部长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教育信
息化发展路子的内涵，这就是形成“一个核心理
念、两个基本方针”的中国教育信息化特色发展
道路[3]。核心理念是强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基本方针是“应用驱动”和“机制创
新”。

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就要坚持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和应用驱动、机制创
新，推动以教育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
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特征内涵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设。

三、教育信息化领域学术期刊主动担当影响力
迅猛提升

教育信息化是创新的领域，创新的领域离不开
理论的创新支持；人类正处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
时代需要时代化的理论。近几年，我国以教育技术
学科、远程教育学科优秀期刊为代表的教育信息化
领域学术期刊，围绕教育信息化理论创新和教育信
息化事业的创新与推广主动担当，开辟了一个个引
领性的新专栏，组织和编就了一篇篇好文章。已走
过35年历程的《中国电化教育》，第二个35年周年
正是伟大中国梦实现之时，该刊围绕对接35年后的
中国梦实现而谋划，积极探讨如何支持中国教育信
息化创新引领教育变革，并通过每期的“编者按”
发挥正确的导向与启示作用，从2016年第2期所刊
载的所有论文篇目足可见其在信息化引领方面的作
用发挥之大[4-20]。

教育信息化领域学术期刊主编、主任、编辑们
的大担当，铸造了教育信息化领域学术期刊不断提
升的大影响力：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我国
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
究》《现代教育技术》《远程教育杂志》《现代远
程教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现代远距离教
育》等7种CSSCI期刊，无论是综合影响因子还是复
合影响因子，近几年始终在大幅度提升，2016年最
高的分别达到7.651和4.765，居教育类期刊之首，
以上7种期刊的平均综合影响因子和复合影响因子
分别高达4.258和2.791，在教育学科门类期刊中独
树一帜。

2016年共有10种教育学科期刊入围H5指数排
名前100种的中文期刊，其中教育信息化领域学术
期刊入围的有《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
《电化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开放教育研
究》等5种，占了其“半壁江山”，而且《中国电
化教育》处于10种教育刊物的H5指数之首。

如果说影响因子只是刊物关注当前热点问题
的反映，那么H5指数所统计过去5年的数据，更加
体现了刊物的持久影响力，以上数据表明教育信息
化领域的学术刊物很好地兼顾了眼前与长远的发
展。不仅如此，从中国知网的统计信息可知，教育
信息化领域期刊的成功绝非一日之功：中国知网共
收录2012年发表的论文1024291篇，其单篇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论文出自于教育信息化领域期刊[21]，截
至2016年12月２日已被引用2828次；中国知网共收
录2013年发表论文1588168篇，单篇被引用次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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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年发表论文前二、三、四名的论文都发表于
教育信息化领域期刊[22-24]，截至2016年12月2日已
被分别引用1402次、1145次、1116次(排在第一的
被引用1482次)；在中国知网收录的2014年发表的
1533555篇论文中，单篇被引用次数处于当年发表
论文前二、四、六名的论文都发表于教育信息化领
域期刊[25-27]，截至2016年12月2日已被分别引用458
次、406次、357次(排在第一的被引用664次)。

以上传统纸质学术媒体在信息时代焕发青春，
网络媒体同样为教育信息化摇旗呐喊，国家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教育信息化网，已发展成为
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布、教育信息化资讯提供、教育
信息化工作者思维碰撞、教育信息化工作者拓展视
野的综合平台。

四、教育信息化示范引导迈新步

2016年全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贯穿了“示
范引导”的工作方针，教育部加大了典型示范推广
力度。在基础教育系统除了召开一年一度的基础教
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交流推广区域整体推进“三
通两平台”的经验外，特别启动了“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计划”，首次开展中
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遴选活动，并召开全国边
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现场会。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
计划”旨在总结教育信息化工作经验，结合各地推
荐优秀案例，遴选一批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学段、
不同类型、不同应用模式的示范点，组织专家重点
指导，加快推广以信息化手段促进教育公平、提高
教育质量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

“推广计划”率先进行的是应用典型遴选。在
各省市自治区推荐“首批示范培育推广计划”备选
单位的基础上，依据《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
示范案例遴选办法》遴选出建议示范区域和学校，
然后结合2012年举办的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
用展演、2015年举办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览、
2013-2015年分别举办的三届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
现场会以及专题调研中的典型案例情况，综合考虑
地区以及类型等因素，最终确定30个区域、60所学
校作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这种
“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的推进机制，值得进一步
发扬光大。

2016年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所介绍的信
息化应用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具有“以应用为驱动
深度融合，源于问题、基于实际、有效可学”的共

性特点，是各地大胆探索实践创新的典型浓缩。现
场会期间，上万人观摩了同期举办的教育教学信息
化交流展示活动。

职业教育系统在“示范引导”方面则另辟蹊
径，以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形式为主抓手，
推动职业院校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展示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取得的新
成果，交流信息化教学新经验，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截止2016年，累计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教师愈万名，参加国家、
省、市、校四级赛事的教师超过30万人，在职教战
线形成了“学生有技能大赛，教师有信息化教学大
赛”的可喜局面。

五、“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成为中
国教育信息化独特创造的品牌

正如教育部杜占元副部长所说，“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是中国教育信息化实践的
一个独特创造[28]。该活动至少具有如下多重功能：
一是教育信息化工作整体推进的重要抓手——以应
用为导向、以资源为纽带、以教师课堂应用为中
心，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二是运用互联网
思维、以众筹的方式开发和应用系列化资源的新模
式——人人都是开发者、使用者、评价者；三是促
进课程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教师教
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变革的示范场；四是有效推
动国家平台、地方平台、企业平台互联互通的有效
载体；五是能够使教师更好地展现才智与经验的平
台，是能够帮助教师持续跟上信息时代步伐更好地
工作、学习与教学的教师专业成长的加油站，是能
让教师脱颖而出的“星光大道”。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得到全国广
大中小学教师的青睐，在开启后至2015年年底的1
年多时间内，有50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参与，晒课
300多万节，而在2016年又有更大发展，新晒课400
多万节，使晒课总数超过730万节。在短时间内有
如此多的教师踊跃提供如此多的课程优质资源，
我国罕见，世界罕见。广大教师参与晒课的热情高
涨。教育部原计划新增参与活动中小学教师200万
名，新增“晒课”200万堂，结果截至2016年11月
底晒课数就翻了番。

六、创新以信息化促进德育教育提升的理论与
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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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
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
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总书记的讲话为以信息
化手段更好地支持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以及促进德育教育质量提升指明了方向。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重点推介了抢占网络新阵地
的“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借
助网络大数据，把握学生思想新动态；打造校园
云媒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嵌入生活微时
间，开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资源；突出师生双主
体，构建网络思想引领新机制。

“中国梦——行动有我”全国中小学生微视
频征集展播活动，成为成功的中小学德育实践创新
之举。广大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
与，在线报送微视频作品30219件，有7698万人次
点播，网络投票1234万余人次。作为首次创新的大
规模的中小学网络化德育活动，组织工作做得扎
实有效。中央电化教育馆专门制定了“活动”的实
施方案，召开了“活动”的国家级培训会，研制发
布了《视频拍摄制作技术标准》《“中国梦——行
动有我”微视频作品评价标准》，开发了展播活动
平台支持作品在线报送、展播、点播、投票、微信
与微博转发和评选。组织专门队伍对上传作品进行
技术审查和内容初审，设立7×24小时的实时监控
制度，及时解决“活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技
术问题，确保平台正常运行。为扩大“活动”影响
力，还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分三个阶段有
序组织了“中国梦”微视频作品展播，即先展播学
生报送的全部作品，再展播省级推荐的优秀作品，
最终展播部级精品作品。“中国梦——行动有我”
作为基础教育创新信息化支持的德育教育新形式，
很好地践行了“立德树人”“寓教于乐、寓教于
行”“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先进德育理念，正
能量满满，是对长期存在的“注重道德说教、忽视
道德体验”现象的突破。

七、教育信息化管理越发科学规范，中国气派
的教育管理信息化体系初步建成

2016年我国在教育信息化管理的科学化、规
范化方面大踏步前进，健全了领导机构，教育部推
出了一系列提升教育信息化管理水平新举措。教育
部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相继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出台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
系统进展管理办法(试行)》，从工作职责、账号管
理、学校信息管理、数据管理、支持服务和数据安
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以提升数据的时

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出台了《教育信息化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就教育信息化项目的组织管理、
项目立项、项目执行、结题验收等做出具体规定，
明确教育部科技司是信息化项目的组织实施单位，
财务司、科技司是项目资金管理的责任单位，部内
司局、直属单位是信息化项目的申请和执行单位。
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省级教育数据中心条件保障和
技术服务工作的通知》，就加快建设省级数据中
心、完成部省两级技术保障工作机制、建设部省两
级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确保学籍系统等平稳顺畅运
行等做出具体规定。印发《关于加强信息技术安全
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切实落实信息技术安全工作
责任制、加强对信息系统的统筹管理、加快推进信
息系统定级备案工作、加强信息技术安全事件的应
急管理等形成了制度。

在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2016年教育信息化督导工作向常态化发
展。重点实地督导检查了8个省(区、市)推进教育
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体制机制、政策措施、重点任
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安全
等内容。督导表明，教育信息化工作成绩斐然，各
地紧紧围绕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部署，不断加快推
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逐步完善教育信息
化基础支撑环境，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23个省已基本建成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15个省全面或基本建成省级教育数据中心，信
息化教学应用基本普及，融合创新案例不断涌现，
信息技术安全体系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教育信息
化体系初步形成[29]。

2016年中国气派的教育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体
系初步建成。全面建成了覆盖全国各教育阶段的学
生、教师、学校经费资产及办学条件数据库，为每
一名学生和教师、每一所学校及其资产建立全国唯
一电子档案，实现全部数据的“伴随式”收集，实
现学生与教师“一人一号”、学校“一校一码”。
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外籍教师数据库
与管理服务平台系统、教育部直属高校基建管理信
息系统、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教育统计管理信
息系统、学校(机构)代码管理信息系统、全国学前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
(二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与分析系
统、安全服务、门户系统与应用集成等11个“教育
服务与监管体系信息化建设”项目已完成并且通过
验收[30]。以上平台体系的建成，为教育的科学决策
与治理，奠定了时代化的平台基础，进一步丰富了
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道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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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互联网+”教育研究孕育教育新突破

2016年可称为“互联网+”教育年。一方面，
互联网+教育的各类研讨会此起彼伏，全国“互联
网+”教育创新研讨会、互联网+教育论坛、互联
网+教育未来之学校论坛、“互联网+”创新创业
教育发展高峰论坛、互联网+职业教育高峰论坛、
互联网+个性化教育发展论坛、国际互联网+教育
发展峰会、“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信息技术与教
育变革研讨会、“互联网+”时代教育与企业深度
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学
校领导与管理创新会议、“互联网+”时代的游戏
化学习与教育创新国际会议等等，接踵而至；另
一方面，“互联网+”教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2015年教育刊物发表的“互联网+”的研究论文数
量刚刚过百，而2016年猛增至近千，2015年教育刊
物发表的互联网+的研究论文仅占全国互联网+论
文的1/40，2016年比例迅速窜到近1/10，有20多种
教育学科CSSCI来源期刊刊载“互联网+的论文，
《新华文摘》高度关注并择优加以全文转载[31]。如
此多的会议和论文，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
息技术支持的教育变革进行了深层次探讨，特别
是就教师发展与提升[32-34]、课程与课堂变革[35-37]、
教育变革路径[38-41]、职业教育创新[42][43]、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44][45]、远程教育和资源创新[46-48]提出了真
知灼见。“互联网+”教育通过会议的思维碰撞以
及论文成果的广泛传播，必将对我国教育变革产
生深远的影响。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智慧
教育研究中心，从人类走向智慧时代的高度进行
“互联网+”教育以及智慧教育的理论建构[49-56]，
形成研究特色。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通
过发布多种教育信息化方面发展报告的形式助推
“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先后发布了《2016新媒
体联盟中国基础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
报告》《中国MOOCs建设与发展白皮书》《2016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2016全球教育
机器人发展白皮书》《2016中国互联网教育发展指
数研究报告》。

九、智慧校园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2016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写入“智慧校
园”，智慧校园成为教育部文件中首次提及的教育
智慧工程，相应地在全国引发了智慧校园的规划与
建设热潮。

许多省市在制定“十三五”教育规划时，纷

纷对智慧校园的建设做出部署和安排。《江苏省
“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切实推进、全面启
动智慧校园建设，重点打造110所左右职业教育智
慧校园。《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提出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
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
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浙江省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确定在所有高校、高中段学
校和80%的义务教育段学校、60%的幼儿园建成智
慧校园。

智慧校园是新生事物，为了使其尽早纳入科学
的发展轨道，一方面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加紧研究制
定智慧校园建设规范、指南或指标体系，比如江苏
省率先推出了省级层面的《江苏省职业学校智慧校
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教育理论界加紧
智慧校园理论的完善，对智慧校园的本质[57]、智慧
校园的外部关系[58]等进行全新的诠释，为智慧校园
的名符其实提供理论支撑。

十、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支持教育信息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着眼于技术变革教
育立项建设国家级工程实验室，“互联网教育关键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教育大数据应用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同时诞生，由北京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分别承担。

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不断增强支持教育的社会责
任感，在支持和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在技术支撑和资金支持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16年教育部与中国移动签署
了为期5年的第二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移动
继续将发挥自身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管理
及资源平台、资源共建共享、信息技术教学融合、
应用推广等各领域加大资源投入，与教育部持续开
展深度合作，推动教育信息化向纵深发展。中国移
动自2011年与教育部签署第一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来，为帮助学校实现宽带接入，已投资约190亿
元用于网络建设，其网络已覆盖20多万所学校；搭
建的“和教育”云平台，已服务9000万教育用户。
中国移动还持续支持中央电化教育馆的全国中小学
电脑制作活动以及全国教育技术论文活动。中兴公
司在推进技术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
撑方面发力，先后与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
等沿线国家的20余所高校建立了“丝路国际合作学
院”。百度公司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优势及百度文库、百度传课、百度阅读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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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超前布局基于海量用户数据和深度算法探索
“一人一名师+机器人助教”的教育模式。科大讯
飞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推动
教育智能化应用，并进行类人答题机器人研究。国
泰安公司积极进行信息技术精准扶贫的探索实践以
及以VR为载体助推“教学做创一体化”的教学与
实训改革的实现。

国家级有关学会纷纷建立组织机构加强信息化
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研究，隶属于国家发改委的
中国信息学会成立了教育分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建立了未来教育专业委员会。这些分会和专业
委员会的建立，在政府与教育机构、企业、社会之
间搭建了桥梁，使我国教育有了面向未来的高端研
究平台。

综上不难看出，我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开
局良好，以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初战告捷，
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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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by Informatiza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13th Five-Yea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p Chinese Ten News of 2016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Chen Lin1,2, Yang Ying1,2, Hua Lulu1,2

(1.Research Center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2.Jiang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year 2016 is the first year of the “13th Five-Year”, also the victory year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promoted 
by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has made new breakthroughs in many aspects. In order to let people fully understand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situ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op Ten New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are selected by the magazine of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 journal of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hina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hina Education Daily, the Discipline Network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Jiang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his article as a depth analysis of the top ten new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2016, presents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whole year in a stereoscopic 
display, urges the people to promot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change education by informationization, and promotes 
China’s technological change education for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Keywords: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isdom Age; Internet+; Top Ten News

  
收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责任编辑：赵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