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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以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为例

银　健　于　洋　刘洪波　李　勇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信息化建设是中职学校“三名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校于 2023 年 5 月组织了相关部门人员 20 余人，对部分成渝信

息化标杆学校和参与信息化标杆学校建设的企业进行调研。通过

到学校、企业实地走访、参观考察，对受访学校部分师生和信息

化企业从业人员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中职学校信息化建

设情况，提出我校信息化建设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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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信息化建设是中职学校“三名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为

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教职成函〔

2020〕3 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

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四川省中等职业教育名校名专业名实训基地

建设工程的通知》（川教函〔2021〕221 号）等文件精神，更好地

完成“三名工程”建设项目任务，加快学校信息化建设步伐，提

升学校信息化水平，让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让学生

更好地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我校于 2023 年 5 月组织了相关部

门人员 20 余人，对部分成渝信息化标杆学校和参与信息化标杆学

校建设的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到学校、企业实地走访、参观考察，

对受访学校部分师生和信息化企业从业人员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

查，了解中职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提出我校信息化建设建议。

二、调研内容

主要调研了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成都汽车职业技术

学校、成都电子信息技术学校、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咏盛科技公司、北京中思远信息科学研究院等学校和企业。调

研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内容：（1）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2）

校务、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3）学校信息化软件

资源库建设与信息化技术辅助教学。（4）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和培训。

三、调研分析

（一）调研学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目的是制定我校“三名工程”未来三年的信息

化建设方案，所以主要调研了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相关同类别中

等职业学校及参与建设企业。得益于近几年国家和各级部门对信

息化建设的重视，以及出台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各级各类

学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都投入较大，信息化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程

度的改善。相对而言，重庆学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都走在了四川

中职学校前面，其中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在这方面走到了

全国中职院校的前面，成为全国中等职业院校的样板。

此次调研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为重庆市“信息化先进

单位”，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为“教育部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为四川省“四星名校”，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思远科学研究院为

参与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建设企业。此次调研既有重庆市，

又有四川成都市。这些学校基本上能代表川渝地区中职学校信息

化建设情况的一个概貌。

（二）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信息化建设调研，共收回调研问卷 91 份，其中信息化从

业人员问卷 18 份，普通教师、学生问卷 73 份，管理人员问卷 27

份。通过分析调研问卷、整理访谈记录、统计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

初步掌握了目前成渝地区中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相关需求，了解

了中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开展现状。

调研结果表明，从 2000 年启动“校校通”工程，到 2020 年

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的颁布，职业学校的信息化建

设和应用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

1. 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职 业 学 校 的 计 算 机 装 备 属 于 中 等 水 平， 生 机 比 达 到 了

20 ∶ 1，师机比达到了 5 ∶ 1，配置也基本上是主流配置（近几

年主打云桌面）；班班配置有多媒体教室；学校已经建有 10000M

校园主干网；整体来看，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硬件设备，处于中

等偏上；从地区差异来看，重庆市信息化建设走到了四川省的前列，

特别是学校管理决策使用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走在了前列。

2. 在管理和服务应用方面

所有学校拥有互联网域名并通过网站对外发布信息；在学校

里，部门或个人可以在学校网站上发布自己的主页；并且学校拥

有了招生、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系统，实

现了办公自动化；学校使用图书管理系统，学校拥有 10000 册以

上电子图书或刊物。整体来看，职业学校信息化校务的程度已进

入高速发展阶段，各省已差异明显。

3. 在教学资源库建设和教学方面

其一，教学资源库建设方面，学校均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多媒

体教学资源开发或者培训，没有地区差异；在教师课件制作方面，

数量上无地区差异；网络课程开发数量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

精品课程的开发各校差异较大。其二，在信息化教学领域，学校

中非计算机类专业开设信息技术课程达 100%。其三，从毕业生的

信息技术能力来看，100% 毕业生掌握了基本的文字录入与计算机

的基本知识技能，掌握了操作系统 Windows 的使用，毕业生会使

用常用的办公软件，会上网浏览信息和使用电子邮件。而在一些

要求相对高的技能，比如计算机系统维护、网络系统维护等方面，

掌握的人相对少些，大约在 20% 左右。

4. 在师资方面

其一，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教师数量上，由于高校计算机专

业的发展，学校均不缺信息技术教师；网络建设与管理专业技术

人员校均 2 个左右。其二，在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教学的情况方面，

教师制作数字教学资源的能力以及教师开发课件、课程的主要技

术应用，有较大的地区差异，重庆市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能力超过

四川。特别是参加国家、省、市教学能力大赛及技能大赛方面，

重庆走在了前面，国家级奖项远超四川省；另外，从整体来看，

使用 PowerPoint 编写多媒体电子教案的教师基本都会，但能实现

交互式上课的较少，可见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还有待于加强。

其三，在针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上，重庆学校的培训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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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远多于四川；从培训途径来看，形式最多的是学校自己组织

的培训，其次是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三）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状况分析

在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中，需要遵守三条原则：第一，硬

件环境建设应最终落实到实际应用；第二，软件资源建设应最终

落实到数字化教学；第三，教师培训建设应最终落实到推进素质

教育，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三条实际上也是对学校信息化建

设进行评价和判断的标准。这次调研，虽然数据不是很全面，但

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问题。

首先，从硬件环境建设及其应用对比来看，学校校园网应用

比例小于校园网建设比例，说明许多学校对校园网的应用还不是

很充分，尤其是在信息化办公方面，比如还没有实现招生、教务、

学生、财务、人事、资产办公自动化，应用比例还不够高。所以说，

已备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学校，在应用上还不是很充分。仅限于

文字处理。

其次，在教学资源库建设和教学支持上，学校自己开发的基

于信息技术的资源数量和质量都或多或少受到学校人力、财力的

限制，所以也不是很丰富，并且在教学支持中，其利用率也受到

了学校配套的教学环境和师资的影响，最终影响了教学效果和效

益。

最后，师资方面，教师是实现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主要

推动力和实施者。所以校长、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是决定这个学校的信息化进程的快慢、发展是否合理顺畅、

效果效益是否明显和突出的关键因素。此次调研可以看出，学校

教师的信息素养和能力整体不高，特别是信息化能力 2.0 的应用

偏低，并且数量不多，影响了学校的信息化教学和对创新人才的

培养方式，制约了学校信息化发展进程的推进。

（四）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未来信息化的发展动向。

1. 资金投入的重点和方向

当前，教育信息化已经逐步实现从无到有，从注重信息化对

教育行业覆盖的信息化投入期，到信息技术应用转型的关键性转

变。未来，教育信息化将进入信息化整合见效期，信息技术在教

育行业的应用水平将不断提升，从而逐步达到信息技术高度整合，

教育资讯、学习资源全面共享，并能够快速对外部市场做出相应

反应。在教育信息化投入期，人们往往追求硬件产品的高覆盖率，

而进入信息技术的整合见效期，信息技术将不断提升软件应用效

果与服务质量，为教育行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因此，教育信

息化在进入这一阶段后，其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向中级，甚至高

级的发展与进阶。就教育信息化硬件与软件的具体投资比例而言，

虽然硬件采购市场持续火爆，但是整体而言，教育行业软件市场

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硬件市场。而这一比例的变化同时也代表

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技术整合应用的转型关键

期。

2.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和目的

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以

信息技术的观点对教育行业进行系统分析，从而达到全新与超前

认识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才是我

们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目的。而如果将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停留

在用媒体设备代替教师讲课，用多媒体课件代替教师写板书，用

电子文档代替印刷教材的初级阶段，这必将使教育信息化建设走

向歧途，也不可能培养跨世纪的创新人才，这也绝不是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目的。因此，要在科学的教育观指导下，将信息技术的

学习和应用与教育观念更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信息技术将有

利于对教育体系、内容、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改革，所以只有进

一步探索信息技术教育与课程的整合，从传统的课件制作转移到

在各个学科的学习中应用信息技术和学习信息技术；探索应用信

息技术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才能真正发

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服

务。

四、我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我校于 2020 年 2 月迁入新校区，在新校区建设之初，对信息

化建设就进行了精心设计，大到学校主干网络的建设，小到每一

个办公桌上的每一个软件的安装，软件的使用培训都进行了精心

规划，投入资金达 3000 余万元，建设成现在规模。

信息化设备软件统计

序号 计算机型号品牌 单位 数量 存放地点 备注

1 联想 PC 机 台 55 1 号机房 学旅部使用

2 联想 PC 机 台 55 2 号机房 学旅部使用

3 华为云计算机 台 45 3 号机房 汽修部使用

4 华为云计算机 台 45 4 号机房 机电部使用

5 华为云计算机 台 45 5 号机房 机电部使用

6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6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7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7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8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8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9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9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10 惠普 PC 机 台 55 10 号机房
电 子 商 务 实

作室

11 惠普 PC 机 台 55 11 号机房
电 子 商 务 实

作室

12 华为云计算机 台 45 12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13 华为云计算机 台 45 13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14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14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15 华为云计算机 台 61 15 号机房 信息部使用

16 惠普 PC 机 台 45 16 号机房
1+X 数 字 媒

体证室

17 华为云服务 台 35 数据中心
华 为 桌 机 云

服务器

18 联想 PC 机 台 50 17 号机房
组 装 与 维 修

专用

19
惠 普 CAD 专 用

机
台 50 3 号实训楼

CAD 设 计 专

用

20 班班通一体机 台 139 各班教室 每班 1 台

21 惠普 PC 机 台 108 2 号实训楼
音乐教室、普

通话测试室

22 华为云计算机 台 290 各教师办公室
办 公 用 云 电

脑

23 各类品牌计算机 台 30 行政办公用 办公 PC 电脑

24 联想笔记本电脑 台 100 行政楼社培部
社 会 培 训 部

使用

合计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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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办公软件 套 2

智慧校园管理

系统、现代课

堂

中 思 远、 万

博

26 车辆道闸管理统 套 1 后校门 海康威视

27 IP 网络广播系统 套 2 广播室 湖山

28 消防管理系统 套 1 消防室

29 视频监控系统 套 2
门卫室、行政

楼

大 华、 海 康

威视

30
智能门禁管理系

统
套 2 前后校门 移动、电信

31
汽车发动机仿真

系统
套 1 10 号机房 汽修部

32 音乐编辑系统 套 2
2 号实训楼

音乐教室
学旅部

33 普通话测试系统 套 1 普通话测试室 学旅部

34
华为网络管理平

台
套 1 数据中心 网络管理

合计 10

虽然学校这三年软硬件平台建设较多，但三年来实际应用效

果并不好。因为政府在进行设备采购时。采取了分包形式，导致

多家企业、多家品牌中标，软硬件管理出现多个平台，甚至出现

多个平台相互不兼容，学校各方面数据不能融合，造成有平台不

能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比如监控系统出现了大华、海康、竞业

达、卡尔、萤石等各种品牌，导致其视频画面、人脸考勤数据不

能通用，课堂行为分析达不到应用效果，平台无法收集学校全面

数据。比如当学校各部门想统一数据时，平台不能提供。如招生

信息、学籍信息、教务信息、学生管理信息、资助信息相互不能

互通，多部门出现多个版本。学校在撰写年度质量报告时，找不

到数据源，无法完成一个真实的数据。导致学校工作就那么多，

结果大家一起完成时，大家都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头绪，全体

教职员工都感觉到累。所以提高学校信息化管理势在必行。

五、对我校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综上学校、企业调研信息，结合国家政策及我校信息化建设

现状，收集我校教职工意见，对我们近期信息化建设作出如下规

划建议：

（一）制定目标

在学校“十四五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学校“三名工程”中

信息化建设任务要求，分析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现状，找到问题所在，

特别根据国家《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最终

实现把我校建成省、市“信息化标杆学校”的目标。

（二）找到问题

我校信息化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校教职工人数及学生人数不断增

加，对学校管理水平要求更高，对学校管理数据分析决策也要求

更高，仅仅从纸质表格、单独的电子表格上分析数据，已经满足

不了新时代学校决策发展的需要。

2. 学校从招生就业、学生管理、教务管理、资产管理、总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资助管理、监控管理、消防管理等方方面面都需

要进行综合应用，但现在学校是各自为阵，各部门相对独立。

3. 信息化建设分为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学校前期硬件建设

已投入较大，软件建设投入不足，特别是能正常使用的综合管理

平台，数据中台，各专业仿真平台等管理平台投入不足。

4. 学校管理信息化初期，消耗人力、财较大，特别是人力投

入严重不足，没有建设好初始化数据库，导致平台没什么可用的

数据，后期大家也不再想使用，导致信息化平台不能正常运转。

（三）合理规划

近三年规划建议：

1. 对学校现有信息化软硬件设备设施进行清理。清理内容包

括：因前期多个商家进行建设导致的多个网络不能融合，相互冲突，

需要对学校网络进行整体规划。如消防、智能用电、AI 监控平台

等物联网设备，办公网络、学生教学网络等等的清理整改。

2. 加快学校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在整改全校硬件设备的同时，

根据国家《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要求，加快学校软硬件平台

的建设，特别是加快智慧校园平台的推广使用。首先从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四川省智慧教育平台、绵阳市智慧教育平台、三台县

智慧教育平台、职教育云智慧教育平台等上级平台开始学习。在

此基础上再进行与国家平台对接的学校智慧校园平台建设。

3. 加强数据中台的建设。不论是国家平台也好，地方平台也好，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平台数据不能融合。多平台使用，让教师们

都糊涂了，若干的账号、若干的密码，根本分不清楚那个是那个，

导致填报数据也是多个版本，因为统计范围、时段的不一致，导

致不知谁对谁错。进一步填写的报表真实性也值得商确。必须要

有一个统一的数据，才能更准确地使用。

4. 加强培训。信息技术是一种日新月异的技术，特别是教职

工信息技术的使用，我们 2021 年进行了四川省的信息化能力提升

2.0 工程的培训，但真正落到实处还是一个慢长的过程。特别是部

分老教师的信息化水平本来不高，对他们提一些要求，他们是一

种抗拒心理，更莫说培训了。所以培训过程中需要对培训人员区

别对待。特别是学校管理人员、年轻人员需严格培训考核，而对

于一些年龄较大人员可以适当放松。多层次的培训，校内校外培

训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校信息化的建设工作。

5. 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多个学校的调研，大家都认识都到数

字校园建设是一把手工程，没有一把手的推进，是无论如何也推

进不了的。特别是值此“三名工程”创建过程中，把“三名工程”

建设真真实实地融合到学校的一切工作中去，通过数字化手段，

实现学校的高效高水平办学。

6. 继续加强信息化调研工作，特别是信息化的使用在高校使

用较多。所以信息化在有国家标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高职院

校的信息化建设的调研，进一步进行学校软硬件的建设。

7. 努力争取各级管理部门及企业的合作。比如与中国移动公

司、中国电信公司等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的

同时，争取企业资金、技术的支持，把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推上一

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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