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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教育信息化发端于 1995 年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接入互联网。20 年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剧变的不同

表现，说明我国教育正处于信息化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上。文章指出，新型的信息化环境建构必然会导致教

育形态变革，走向智慧教育；而智慧教育是高度信息化支持发展的教育新形态，正由智慧教育 1.0 向 2.0 快速转

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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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国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近几年教育信息化的引领性

战略地位越发凸显，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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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以教育

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那么，我国教育信息化起于何时？至今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所

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教育发展的走向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教育以史为

鉴，抢抓机遇，赢得未来有重要意义。 

我国教育信息化起于何时的说法多样，如有从计算机引入我国教育开始、从邓小平提出“计

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开始、从我国开展多媒体计算机教育开始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要确

定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前提是确认教育信息化的技术特征，而满足其全部技术特征的时刻，

便是教育信息化的起点时间。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人们大多认同祝智庭教授[1]的教育和

技术二层面分析说，即认为其技术层面的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多媒化和智能化，而这其中

的网络化一定是互联网化。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最早在 1995 年连通互联网，

此前我国教育虽已开始了数字化、多媒化以及智能化的实践，但直到 1995 年，教育信息化的四

大技术特征才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故我们认为应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始年定为 1995 年。 

一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 年巨变 

对于从 1995 年至今 20 年来教育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人人都有切身感受。但只有将现时点

与 20 年前的起点进行比较，才能真正感受到变化之巨。1994 年我国启动 CERNET 实验研究，

1995 年初始的 CERNET 出口带宽为 128Kbps，2014 年 12 月已提升至 66560Mbps
[2]——20 年间

出口带宽整整提升 52 万倍，平均每年翻一番，其发展速度超过信息技术 CPU 每隔 18 个月速度

翻一番的摩尔定律。国际出口带宽巨变只是教育信息化巨变的缩影，教育信息化 20 年巨变还表

现在如下方面： 

1 上网速度及信息加工处理速度不断攀升 

20 年前网络下载速度达 K 就让人激动不已，现在下载速度为几十兆是常态；原先下载文本

文件要等待很长时间，现在在线观看高清视频都非常流畅，远程视频交流也步入高清时代。比

如，早先用计算机渲染动画视频，有时需要数十小时的等待，现在最普通的计算机在几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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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就能完成任务，可以说文本和图像等信息资源的获取、加工、交流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种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快”，让人们进行数字化加工、建设、交流等有非常高的效率。 

2 数字化获取加工设计使教育信息精彩纷呈 

通过“看”获取信息是学习的重要途径，20 年来在信息“视”方面的变化非常大。几年前

电视机分辨率还处于标清水平，而今在我国教育领域，视频获取与呈现已进入高清、超高清时

代。随着多媒体投影机的兴起，电视机在学校曾一度被边缘化，甚至从教室中淘汰出局；然而，

只有十几年时间，电视机又以其超高清晰度、电视电脑一体机的形式以及薄而大的屏幕等优势

重返教室。如今，触摸交互、体感交互、WiFi 链接、移动控制等手段，使教与学结合得天衣无

缝。当然，投影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正在诠释 3D、4D、5D、全息的多姿多彩。 

这种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清”、“精”、“巧”，为人们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 

3 网络交流学习由人们全然无知到基本普及 

上网交流和学习在 20 年前的中国还少有人知，更鲜有人所为，但 20 年后的今天却已趋于

普及——2012 年我国高中已经普及信息技术教育；截至 2015 年 10 月，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

率达 85%，多媒体教室拥有率达 77%，37.1%的学校已实现全部应用数字教育资源开展课堂教学。

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普及水平还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加速度是最大的，

教育信息化惠及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呈现出的是爆炸性发展之势，这与我国经济 30 多年高

速增长为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种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普及”，不仅仅是网络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媒体形态的融合以及

移动媒体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4 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由简单应用走向与教育教学融合 

当前，信息技术在我国已逐渐进入与教育教学融合的佳境：许多学校教育管理已进入无纸

化办公时代，教育管理新模式频现，为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国家教育管理公共

服务平台已经建立，实行了中小学生“一人一号”终身不变的全国统一学籍信息管理；5000 门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1000 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的推出，以及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 MOOC 平台的建设，正为全国广大师生提供优质的数字化资源服务；电子书包在部分地区

已大有替代传统书包之势；在课堂调用云资源进行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教学的新常态；名师同步

课堂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同样接受全国最优秀教师的教导；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方式正在尝试改变

人们的基本学习方式；基于社交软件、社交平台的学习逐渐成为学习者交流学习的重要途径；

基于虚拟仿真的实践和训练已成为职业学习的基本形式；在线训练、在线作业、在线交流、在

线评价等，对教与学的粘性越来越强；微课、翻转课堂、MOOC 成为课堂的新时尚；数字化学

习和数字化教学正向数字化创造、数字化创新方向转型，以适应互联网+的新发展；信息技术正

由辅助教学向基本的教育学习方式转变；单一教师正由教一所或有限几所学校的学生，转为让

全省、全国的若干学生共享其教学；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终身学习，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

支持和促进下已成为必然和现实；物联技术、眼动感知技术、脑电及脑磁分析技术、可穿戴技

术，让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甚至于使量化自我成为可能[3][4]。 

这种变化最大特点是深度应用，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再到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深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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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要素发生根本性改变 

（1）学习者的根本性改变。中小学生已是清一色的数字土著。 

（2）教学媒体的根本性改变。多维媒体走向普及，教学媒体走向自然交互。 

（3）学习空间的根本性改变。虚拟的网络学习空间成为学习者的必备，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4）学习分析评价的根本性改变。学习评价走向基于大数据、基于过程、基于发展性和增

量性的评价，评价的目标由原来的要求齐步走变为个性化发展、多元发展。 

（5）教师的根本性改变。在时代化的细化分工背景下，教师更多地采用协同作战的方式。 

（6）教学目标的根本性改变。教育的重要方向已由知识技能的培养转变为创新创造能力的

培养。 

二 从信息化走向智慧教育 

20 年来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始终在高速发展，不断重构并刷新着新的数字化教学环境，而新

的信息化环境建构必将导致教育变革。如今，我国教育正处于信息化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上，

而“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这种革命性的影响即将发生在当下。 

时代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信息化发展已为教育的质变奠定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如学习材料已由单一的纸质变为集多媒体、全媒体、全球化于一体的立体化资源，移动电子学

习媒体在清晰度、亮度、对比度、色彩的逼真度、信息传输速度、待机时间、交互方式方法等

方面都已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学习和交流的需要，云技术、云资源、社会性软件所构建的新型

平台及信息化环境也已能支撑起新型教育模式。基于此，人才的培养目标也需要与时俱进，变

知识拥有型人才为善于创新创造、乐于实践且善于实践的人才。同样地，教育者也需要对此有

充分的心理准备。那么，教育质变的路在何方呢？ 

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信息化这一教育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后，必然要求

建立教育新秩序，必然要求从“物的化”走向教育的智慧化——走向智慧教育。追根溯源，信

息时代的智慧教育起于 IBM 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一说。但真正时代化的智慧教育不能仅仅停留

在由智慧地球简单沿袭而来的层面上，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智慧教育 1.0 与 2.0 之说。 

三 智慧教育内涵分析 

智慧教育 1.0 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

感知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5]，以着眼于物的“智慧”为主，更多关注“智能”等技术，

重点在技术层面特征的挖掘，强调将技术融入学校、家庭、社区等现实教育环境以及在线课堂、

远程教学等虚拟教育环境[6]，它是由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演绎而来。显而易见，智慧教育不能总

是停留在与智慧城市等量齐观的地位，因为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的地位和作用。将智慧教育总是与智慧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那么教育现代化的优先发展

就难以保障和实现。因此，智慧教育必须有比智慧城市更多、更丰富的内涵。 

智慧教育 2.0 是在信息化基础之上建构的信息时代的教育新秩序，是信息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是信息化元素充分融入教育以后，在“时代催化剂”的作用下教育发生的“化学反应”，而不仅

仅是“物理变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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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道家的观点，可更好地认识和阐释智慧教育——智慧教育 1.0 属于“术”的层面，最多

只能称为智能；而智慧教育 2.0 是“术、法、道”的综合，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教育，“是教育

信息化的新境界、新诉求”[8]，是高度信息化支持发展的教育新形态，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化教学、智慧化学习、智慧化评价、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以及增进学生

高级思维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培养的教育，是信息时代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与标志，目标是实现

教育由不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向适应社会发展再向引领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变与超越[9]。由智慧地球、

智慧城市演绎而来的智慧校园、智慧教室，只是智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智慧教育全部。 

对于代表未来教育变革方向的高度信息化支持发展的教育新形态的智慧教育，学界极为关

注的是其体系的研究，如有学者从大的方面将其划分为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现代教

育制度的三重境界[10]，还有学者认为其包括“一个中心、两类环境、三个内容库、四种技术、

五类用户、六种业务”[11]。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完整的智慧教育体系，如下几方面的内容是其

重点： 

1 智慧教师 

智慧教师是由知识的传授者转为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合作者，转为创新创造

的指导者、协同者、激励者，其基本任务是从培养知识人走向培养智慧人，而且教师在归属与

协同分工等方面都要有大的改变。同时，智慧教师的身份将更具有多重性，既属于指定的学校，

但在使用上又不完全属于学校；将产生一大批超越学校范围的、可在全国乃至世界共享的名师，

还将产生一批由名师领衔、致力于大规模开放课程开发的教学团队；未来学习者对名师的关注

甚于对学校的关注；名师资源将借助网络和云平台得到充分共享，将形成真正的教学品牌，甚

至会诞生一批基于名师的教育公司。 

在大规模开放课程的开发过程中，智慧教师的分工将进一步细化，即由现在包揽一切的杂

家变为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就像医院动手术时需有主刀医师、辅助医师、麻醉师、器械护士、

巡回护士一样，智慧教育也需要有不同的教师来专攻课程设计、资源开发、教学答疑辅导、基

于大数据的学习者分析、微课的开发、学习平台研究和管理等工作，相应地，智慧教师也将细

化为课程内容设计师、课程主讲教师（主讲师）、课程辅导评价诊断师（辅导师、诊断师）、课

程平台师（平台师）、课程资源开发师（资源师）等不同类型。在这种新的师资构成体系中，智

慧教师的分工将更为明确具体，其专业化将得到真正发展，团队协作的方式也将广泛采纳。 

2 智慧学习 

智慧学习是指学习者在信息社会灵活而充分利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环境与方法，科学选

择知识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进行有效学习、高效学习、创新学习、创造学习的学习范式。 

高度信息化条件支持的智慧学习，便于学习者向世界学习、向大师学习、向社会学习、向

实践学习，便于学习者进行创造性学习、自主性学习、联通式学习、多元化学习、协作性学习、

研创性学习、融合式学习。学习者将拥有多样的学习选择权（如选择学习形式、学习内容、教

师、学习时间、学习手段等），其个性也可得到充分张扬；将彻底改变传统教育千人一面的现象，

真正适应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需要。 

3 智慧课程 

智慧课程离不开对 MOOC 的借鉴，但 MOOC 只是教育改革的一朵浪花，而我们追求的是

探索大海的奥秘[12]，因此需在 MOOC、微课、翻转课堂的基础上建构智慧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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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课程旨在着力培养学习者的高级思维能力和适应时代的创新创造能力，使学生更富

有智慧地学习、教师更富有智慧地教学。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当今条件下最大化智慧功能的课程，

具有多元性与选择性、生成性与发展性、智慧性与创造性、泛在性与终身性、虚拟性与真实性[13]

以及研创性[14]等特点。智慧型课程意味着课程的方方面面都要在智慧的层面加以建构，相应地

也就产生了智慧型微课[15]等若干智慧型课程的新形态。 

4 智慧学习评价 

智慧学习评价是基于大数据和学习分析的，具有全面、立体、多元特征的发展性、增量性

评价，是更加注重创新与发展潜质的评价。学习轨迹、学习习惯、学习效率、学习尝试、学习

方式、学习努力程度、学习活动参与度、学习成果创新情况等，都将成为学习评价的依据。教

师将参考这些“大数据”，为学习者号脉，真正成为学习者的发展导师[16]。 

智慧评价的关键是高考的智慧性。也就是说，要通过高考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素质的

“全面体检”，给学生开出如何更好发展的“发展诊断书”；给高校开出针对学生录取的建议书；

给学生所在学校和地区、所属班级的任课教师开出一份“教育分析报告书”。总之，要充分利用

大数据，给高校提供除高考之外的全方位的学生信息，以作为学生录取的参考，进而改变应试

教育的弊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 智创室 

教室将升华为智创室——智慧创造室。在传统教室中进行的主要是“授—受”式教学活动，

而在智创室中进行的是思维碰撞、讨论协同和研究创造。智创室的出现，是对历史悠久的班级

授课制和传统教室的一种颠覆，有利于真正有效地培养创新创造型人才。在智创室中，学习内

容智慧化呈现，学习资源泛在化获取，生生和师生的交互立体多样，现实学习空间与网络学习

空间相互融通，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能充分发挥，情境自动感知环境可实现智能化管

理，学习过程与创新创造活动全程记录并作为教育大数据供学习分析评价时用，最为重要的是

创新创造活动的开展。 

6 智慧学术平台 

智慧教育的关键是提升人的学术智慧、学科智慧，实质是提升人的创新智慧，这是信息时

代社会发展的创新特点所要求的结果，相应地，也就需要打造一个由知识走向智慧的学术平台

——中国学术与学科的大门户“中国知智网”。 

中国知智网作为智慧学术平台，其价值具有多样性[17]：首先，它是一个大门户，将各学科

交集融通，以消除学科之间的数字学术鸿沟，拓展人们的学术视野；其次，建设目标是 13 个学

科门类、110 个一级学科，并且每个一级学科都有相应的知智网，以便于人们全面地了解一级学

科，进而在此坚实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学术大厦；再次，每个二级学科拥有学科特征栏目和创

新性内容，既从属于其上位的一级学科知智网，又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以通过特征栏目和创

新性内容激发同一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作用。 

7 智慧校园 

在传统实体校园基础上建设数字校园，再发展到智慧校园，这是时代的进步跨越。智慧校园

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新的智慧型校园形态[18]，能够实现环境全面感知、网络无缝互通、全息立体

大数据支撑、支持泛在化学习、为师生提供智慧化服务、支持学校全面变革。智慧校园可以促使

校园从“封闭”走向“开放”，让有效学习在真实情境、虚拟情境以及虚实交融的环境中得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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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同时，学生在智慧校园学习的视点也即时地拓展到田间地头、港口机场、生产车间、实验

室、建筑工地、井下采矿，甚至于海底世界、宇宙空间中，并通过航天飞船，让人们进行即时的

视真式学习，高清摄像、宽带网络、无线通讯以及高清显示，已为人类创造了一切条件。借助各

类云平台，可进行多样的科学实验和虚拟仿真操作。 

智慧校园的发展将使学校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学校（尤其是大学）既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更是人格塑造、创新思维激发、创新能力培养的场所；学习者将由智慧的消费者，转化为知识、

智慧、思想甚至于产品的创造者，以直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此外，教

学模式也将由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转化为研创式为主，题海式的练习将转为科学设题的智慧性

递进式练习，让学生在兴趣的引导下进行有意义的练习和创造。 

四 结语 

以智慧教育为特征的发生在教育领域内的深刻革命，为国人创造了引领世界教育变革的历

史性机遇。因此，我们应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加紧开展智慧教育的理论、实践、

方法、平台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要以实现教与学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为核心目标，多方参与加

速实现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19]。同时，智慧教育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体制上要

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政、产、学、研合作的新形式与新方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20]，尤其是要

发挥好政府在推进智慧教育方面的规划作用。同时，还应利用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动力，加

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以推动智慧教育的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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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of China started in 1995 when the 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 

(CERNET) accessed to the Internet.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The 

domestic education is now on the critical points that transfer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s to qualitative changes driven by 

informat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ormatization environment certainly leads educational reforming to wisdom 

education. Wisdom education is the new form of education supporting by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zation, which is 

transferring wisdom education from 1.0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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