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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问题表征与解决路径
黄　磊　刘兆宇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文章基于教育信息化2.0背景，以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发展为指导思想，通过对近十年来有关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核心文章进行分析，

发现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明显不足，信息化建设存在信息数据孤岛、系统与需求匹配度不高、教师信息化素养不高等诸

多共性问题，并为如何解决共性问题、促进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发展提出对应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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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5G 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

教育事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沿。大数据、云计算、虚拟仿真、

人工智能等高新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适用范围愈来愈大，智能

时代下高新信息技术与教育行业的深度融合不断为教育教学改革

注入新的动力，教育信息化成为了教育教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教

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文件中指出要以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建立健全教育信息化可持

续发展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以信息化全面

推动教育现代化，新时代国家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和

指导也标志着教育信息化迈向了新的征程。

一、教育信息化研究进展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 +”的概念提出、信息化技术不断成

熟以及国家发布的一系列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与文件，教

育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已经成为了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主要方向。通

过“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建设”“教育信息化政策”“学

校教育信息化”等主题整理知网上已有的近 10 年来的相关核心期

刊和硕博论文，共计 1497 篇，发现虽然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涵盖

了高校、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等各个教育阶段，

但是各阶段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化。

从文献的主题来看，大部分是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研究、探

索和思考，其次涉及教育信息化视角下高新技术所带来的教育教

学模式的转变和创新等，例如范福兰的《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证测

评与发展战略研究》，林冬青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未来变革之路

探索》。

从研究对象来看，教育信息化发展主体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而高中、初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的信息化发展还处于一种起

步阶段，例如邓果，谭冬霞的《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状况和

对策建议》，江玉梅，邢西深，佟元之的《2.0 时代的职业教育信

息化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俞佳君，袁尚会，周显鹏的《区

域中小学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研究》，陶蕾的《信息技术在幼儿

园管理中应用的现状研究》等。

通过对研究内容的分析来看，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在于信

息系统与教育教学的结合、其次在于校园管理和行政办公等方面，

李杰的《信息技术与高中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设计与实践》，王

兴标的《中小学管理信息化问题研究》，聂玉的《X 自治区教育

行政部门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等。

综上可以看出高校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要明显优于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无论是场景建设还是场景应用以

及未来规划高等教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已经处于成熟和稳定发展

阶段，基础教育则处在刚刚起步的尴尬境地，对于基础教育信息

化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和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教育信息化有利于

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促进教育改革和实现教育公平，我

们应该要重视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推进，如何结合实际环境促

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

二、当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问题表征

所谓的教育信息化就是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管理、教

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等各个方面，以推动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它的

主要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通过人机交

互与协作等新的教育教学形式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变革。智

慧教育是技术赋能的未来教育变革的良好取向，是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相结合的最终体现形式，是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学校信息

化发展的新里程。

身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中小学生本身就有着对外面世界和新事

物极强的探索欲望，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和自身良好的学习

接受能力促使他们能够更快的接受信息化教学带来的变化，信息

化教学则可以利用资源获取速度快、知识传授可视化等技术特性

更好地回馈学生，丰富教学多样性的同时促进学生发展。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发展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毕

竟教育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只有跟随发展的脚步才能避免被淘

汰。但是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嵌套工程，

而是从基础建设到顶层设计并掺杂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管理理念的

融合思想的系统化工程，从实践的发展过程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信息数据孤岛问题明显

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寻求教育与科技完美融合新方案的阶

段，伴随产出的各种智能平台，如教务系统、门禁系统、水电系统等，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优化了部门内部的工作流程但部门之间各系统

并没有统一的数据接口，导致学校内部的系统不断堆叠而不能够

进行数据对接、互通和融合，对教师而言在办理各项业务时除了

要额外记住不同系统的账号和密码，还要确认部门数据的准确性

与可靠性，事实上并没有展现出信息化在学校教学发展中能够为

教师和学生群体创造简单、便捷事务流程的智能作用。

（二）系统功能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由于信息化发展速度迅猛、信息技术不断更新，为了进军教

育领域，部分技术厂家在进行宣传产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对产品

功能和使用场景范围进行过分夸大的行为，甚至会将未经测试的

产品宣传推送给学校，导致在系统上线之后并不能满足实际的功

能需求，而且问题不断，严重的还会出现信息安全泄漏事故。

（三）教师自身的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

学校完成所需要的信息系统建设之后教师对信息化教育发展

的适应性和对系统的即时使用性表现在信息系统功能的高估性和

使用效果的低效性，为了迎合时代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推行，学校

只是盲目地投入到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却忽略了部分教师本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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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素养并不足以支撑其适应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教育教学方式的

改革。教师是教学进行的引导者，教育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教师

应该具备较高的信息化素养，学会相关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才能保

证不被淘汰。

（四）网络安全保障力度不够

因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所以教育资源就面

临着网络攻击、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教育资源不仅包括教师们

的课程成果也包含着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信息，信息安全防护尤为

重要。然而大多数的学校并没有考虑到信息系统建设存在的信息

安全风险防护，其网络架构只有一个防火墙作为防护的根本依靠，

而且没有具体负责安全防护的技术人员，需要引起重视。

三、新时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提升路径

（一）打造数据中心使数据互连互通

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破除系统间的“隔阂”。对于教育

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系统堆叠、事务流程烦琐的问题，应该要标

准化各个部门使用系统的数据格式和数据对接接口，打通各系统

间的数据流通通道让每个部门的数据能够同步和流通起来。数据

的一致性是系统融合的基础，拒绝系统间和隔阂和数据孤岛问题

形成数据中心。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应该要有一个主导部门，而不

是每个部门都是主导部门，在建设信息化项目时候要统筹协调、

多方合作，以系统对接、数据互通为基础，通过移动终端与服务

终端互联形式，形成一号通用、统一平台、系统互联的一站式服务，

为师生提供真正便捷、智慧的校园生活服务。

（二）明确自身发展需求，提高系统适配性

以信息化建设中的实际需求为驱动，产品质量为保障。面对

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信息化产品种类的推陈出新，在追

赶教育信息化发展步伐的道路上要时刻保持清醒，以学校实际的

教学发展需求为基础采购适合学校发展的信息化系统，同时在组

建信息化系统的时候要以发展、冗余的思想为基础；要不断地调

研和考察吸取其他学校的经验；要对信息化产品质量和功能不断

地测试和考究。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是巨大的，为了防止因为达不

到预期的效果而导致的系统荒废事件发生，需要建设者和规划者

用心和谨慎的完成初期调研、系统工程部署以及项目完工的验收，

需要厂家积极配合做出相对完善的建设方案，以合作互赢的方式

完成每一次的系统建设和升级，使信息化建设投入能够真正地转

化为教育发展的动力为广大师生创造出有效、智能的学习环境。

（三）完善教师培训制度，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以技术标准为引领，聚焦教师信息化素养的培养和提升。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不单单指的是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同时也包括信息

化系统的使用，相对于信息化项目的建设而言信息化人才的需求

和培养则是更加的困难。随着智能时代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教育

模式势必要走向个性化、情境化和智能化。为了满足教育需求教

育发展所接触的信息化技术领域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就需

要以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信息技术素养的人才为桥梁连接

受教育者与信息系统，为受教育者提供高效、丰富、智能的学校

环境。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是融合创新的，所涉及的

知识也是多种类型的，这对教师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在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是不容忽视

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教育发展中应该建立适配的信息化人才培

养方案和体系，这样才能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四）完善网络安全体系，保障教育信息化发展

以保障信息安全为核心任务。教育信息化在建设方面是以信

息化技术为基础，在使用方面则需要以信息安全防护为保障。在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要遵循国家信息安全

相关文件的指导思想和内容导向，切实做好网络安全防护，保障

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和运行安全。要在信息化建设中规划好网络

的架构，除了购买相关的安全防护设备加以防护，还要制定相关

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对应的信息化人才的安全知识培训方案，形成

规范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在人力和设备的结合下尽

可能地减少安全防护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跟运营商或者企业寻求

项目合作，共同打造一套实用、安全、创新、可持续的信息化系

统建设标杆，保证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以信息和网络安全为

基础是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结语

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

依托于 5G 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VR/AR、虚拟仿真、人工智能

等信息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不同场景的应用表现了信息技术对教

育事业的发展强大的冲击力，对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丰富教育

教学方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信息化技术

与教学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教育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升。随着 5G+

智慧教育的不断成熟和改善，局部化的智慧教育应用也将全面展

开，智慧教学体系将会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

合创新使教育发展的未来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注：本文在写  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淮北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冯建民老师的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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