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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困境与建议

——以教育信息化 2.0 为背景
刘 刚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江苏 常州 213125

【摘 要】：近些年中，我国出台了诸多和教育信息化存在联系的政策资料，使得教育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技术应用，像是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使得教育工作逐步向全新的方向发展。为此，学校管理者就要提高重视，引导广大教师做好研究

工作，以此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服务。本篇文章主要描述了智慧校园的概念，探讨了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存在

的困境，并对于突破困境的方法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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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issued a lot of policy materials related to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which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any new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blockchain, etc.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and guide teachers to do research work,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students.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smart campus, discusses the predicament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 in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nd expresses some personal

views and opinions on the method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Keyword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Primary education; Smart campus; Construction dilemma; Relevant suggestions

引言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 5G时代，许多新的网络技术进入到教

育工作中，促使教育活动得到了全面创新。而基于教育信息化

2.0背景，各大学校就要做好智慧校园的建设工作，参照早期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处理，继而实现全面突

破。

1 智慧校园的概念

所谓智慧校园，主要指的是针对数字教学持续拓展和提

升，基于各类科学理论的指导，通过信息技术，有效感知学校

的环境条件，识别学生的学习状况，并将学校的各类空间整合

在一起，给教师和学生创设优良的外部条件，为人性化教学的

推行提供帮助。需要注意的是，智慧校园只有在具备了扩展性、

敏捷性和智慧性之后，才能更好地给学生提供服务。因此，未

来在发展的时候，就要向着这一方面进行优化和创新[1]。

从定义部分来看，“智慧校园”依靠信息技术的方式对教

学工作展开全面优化，以此给师生、学生和学校、教师和学校

之间创设良好的交互环境。这其中，主要目的便是依靠信息化

的方式有效处理现阶段出现的各类教育问题。不仅如此，“智

慧校园”还具有系统性思维，是数字教育推行的重要载体。“智

慧校园”具有可扩展性、便捷性和智慧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给

学生们提供服务，打造优良的环境条件。

2 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存在的困

境

之所以打造“智慧校园”，原始目的是为了给教师和学生

提供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学习平台，以此帮助大家扎

实基础，拓展视野、强化能力。现如今“智慧校园”虽然已经

提出，并予以使用，但几乎都建立在数字校园本身，而之后出

现的智能化校园，更是多个技术的综合体，也是未来教育工作

推行的核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

很多小学的“智慧校园”建设工作都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使

得实际目标和预期存在非常大的距离。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学

校地域过散、人才数量不足、教学应用过多、技术条件不足以

及智慧校园推广方案过于杂乱等，下面将展开详细分析。

2.1学校地域过散

我国幅员辽阔，学校的分布非常广。特别是农村小学，彼

此之间有着非常远的距离。因此，如果要推行智慧校园，往往

只能有少部分学校能够得到覆盖，一些较偏的学校就无法被覆

盖，从而导致教学工作的开展受到了诸多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这些年推行了不少政策，从而

出现了诸如“空中课堂”、“云课堂”这样全新的网络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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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却又因为地域和技术的限制，导致

实际的体验效果不佳。

2.2人才数量不足

部分学校的管理人员觉得智慧校园的建设过于麻烦，需要

投入海量的资源，而且收效不稳定，从而没有积极推进。显然，

这些管理者对教学变革本身缺乏远见，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正常

进行。

此外，为了开展信息化教学，就需要大量具备优良信息素

养的教师。但是，普遍学校具备这一能力的人才非常少，导致

信息化教学工作很难进行，实际效果无法达到预期[2]。

再者，网络属于新兴技术，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若校园网受到病毒或者黑客的侵袭，不仅教学工作很难进行，

而且学校内部的资源还会遗失。然而，很多学校都缺少能够做

好维护工作的人员。

2.3教学应用过多

尽管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推行智能化教学，但 APP的使用极

为混乱，使得家长的手机里安装了大量软件。在上不同的课程

或者登录不同的网站时，都要使用不同的 APP，注册相关信息。

如此一来，APP的使用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

效果和价值。

2.4技术条件不足

开展信息化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有着很多帮助。但是在

小学教育中，信息教育一直都是副科，相关教师也都以业余教

师为主。使得教师在推行信息技术的时候，往往便变得十分主

观，在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时，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臆断。

同时，学校内部的技术条件不佳，也会影响智慧校园的建设。

尽管某些教师的课堂展示十分流畅，但更多只能算作是

“熟能生巧”，并非课堂的真实表现。因此，这些信息技术的

应用只能认定为“炫技”，并非教学水平的实际体现。而通过

现有的“智慧校园”，以此对环境条件展开优化，能够为教师

和学生扥能力成长提供优良的平台。

2.5智慧校园推广方案过于杂乱

当前很多地区虽然已经尝试推广“智慧校园”，其中的主

体部分是学校，而验收的对象也是学校，同时应用的也是学校，

而教育部仅仅只能起到辅助的效果。如此结构也和广大人群的

基本认知以及建设逻辑完全相符。领导人员自身的思维模式过

于狭隘，使得“智慧校园”的建设效果陷入了桎梏。很多学校

的能力水平有限，无法保证“智慧校园”的建设工作具有统一

性特点，也无法保证其运行足够平稳和安全，自然很难确保其

进一步拓展。

3 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小学智慧校园建设的建议

从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这些年中能够得知，尽管当前已

经尝试了许多不同的信息化模式，但都以自上而下和由外而内

为主。而对于学校里面的使用者来说，自身却没有任何正常发

言的权利。正是这一情况存在，使得“智慧校园”的推行效果

没有达到预期。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当前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

3.1提供良好的基础网络

为了发挥出网络的价值，必须确保其足够稳定。在疫情防

控期间，网络直播教学慢慢兴起，但由于网络条件不稳定，经

常出现掉线、音画不同步的问题，导致教学质量受到影响。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分别是全覆盖和高速。

其一是全覆盖，在建设“智慧校园”的过程中，为了保证

所有班级都能有效开展网络教学工作，互联网必须覆盖到学校

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城市和农村经济水平差异偏大，我国许

多农村学校的条件不佳，网络并未覆盖到。因此，政府部门就

要予以重视，增加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网络[3]。

其二是高速，由于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的时候，是一对多

的形式，若网速条件不佳，所有人的学习都会受影响。因此，

学校就要和当地的网络运营商合作，改善整体网络条件，一般

至少为 500M到 1000M。农村学校由于条件有限，但同时学生

数量也偏少，因此网络速度可以适当降低，但也不能低于 50M。

3.2创设良好的基础平台

根据调查可以知道，当前小学师生使用率较高的网站一共

有 6个，相关 APP的数量也是 6个，每一个应用都有完全一样

的注册程序，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录入，十分麻烦[4]。此外，

部分 APP还会受到行政影响，像是一届领导一个应用，使得教

师必须持续更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大平台需要足够简单。在这些年中，我国许多学校

的内部网站关闭，并非表示学校不再利用网络，而是学校内部

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其展开维护。因此，当前就可以建立一

个网络大平台，以此将各个学校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并安排专

业人士展开维护[5]。如此不但能够保证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

且还能提升平台的安全性。

其二，大平台需要具有扩展性。平台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

作，并非短时间就能取得结果。在前期规划的时候，理应对使

用者的基本需要展开研究，将后期硬件和软件的扩展考虑进

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坚决不能出现一年多变的情况。

但是，平台的拓展性特点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实现，而且在

建好之后，也不是完全不变。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就需要对所

有使用者自身的基本需求展开调研，考虑未来的硬件拓展和软

件拓展，绝对不能出现一年一变、三年全变的情况。在这一平

台里面，需要包括现阶段以及未来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就像是

人们所熟知的Windows系统，其底层部分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平

台，各类软件才是其中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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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大平台应当全面覆盖。在未来，智能化校园应做到

全面覆盖。例如，在评定职称的时候，由于经常会受到任务因

素的影响，导致实际结果缺乏说服力。而通过打造智能化校园，

能够将教师的工作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包括课堂知识传递、作

业批改以及和学生的交流，并制作成影像视频，及时上传。未

来在进行职称评定的时候，就能以此为参照，使得最终结果就

变得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不会遭到其他人的质疑。又如，学

校的素质测评一直缺乏关注，主要原因便是很多学生未能做到

全面考虑，存在“霍桑效应”和“晕轮效应”，几乎是为了评

价而评价，整个过程受到了多方面干预，使得可信度偏低。而

如果让智慧校园作为支撑，将学生日常学习的情况全部记录下

来，自然能够更好地反映其能力。如此一来，多方面问题都能

及时得到解决。

其四，通过使用功能大平台，可以有效减少重复性劳动，

并处理一些难度偏高的任务。现如今，普遍中小学教师在日常

工作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一些重复性劳动。像是课程准备、

教学视频剪辑、网络资源内容审核、练习题设计、作业布置以

及作业批改等。而在推行“智慧校园”之后，就可以将其中的

一些基础任务交给人工智能，以此帮助教师减轻个人负担。此

外，某些专业的技术性较强，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抑或某些工

作过于抽象，同样能够交给人工智能负责。如此，教师就能将

自身的重心全部放在学生身上，以其为中心，有效开展教学工

作，优化教学方法，积极和学生沟通，进而提升教学的综合质

量[6]。

3.3注重校园应用的人性化特色

在推行智能化校园的时候，一大问题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

以及怎样培养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

也是普及信息教育的基本目标。

其一，智能化校园理应具备人性化特色。教师有着很强的

专业性，但自身能力存在差异。某些教师擅长实践，某些教师

基础扎实。若智能校园的所有操作都能对应特定的流程，抑或

特定的知识，自然很难普及。为此，智能化校园的设计就要尽

可能满足所有师生的需求，实现人性化的目标。

其二，智能化校园理应满足教师的需求。基于早期调研可

知，教师普遍应用的软件都会教育工作存在联系。因此，在打

造智能化校园的时候，就必须充分考虑教师的基本需求。例如，

某些教师一人负责多个科目，所以在资源推送、学科设置、教

学评估等部分，都要将其需求考虑进来[7]。

其三，智能化校园的主要目标便是育人。这其中，无论教

师还是学生，自身生活轨迹都会数据化，从而逐步演变为数字

影像。这些影像资料的核心目的便是育人，而并非单纯提供赏

阅。因此，在设计资源的时候，必须予以有效考虑。

其四，设置首席信息官。通过这一方式，不但能够让信息

技术的地位有所提高，而且还能对学校教育理念起到引领的效

果。首席信息官理应具备优良的技术素养，同时要共同参与到

管理决策之中。结合实际情况，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以此将信息的价值全部展现出来。此外，信息官还要具备丰富

的管理经验，懂得协调和领导，以此更好地开展日常工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慧校园可以算是对数字校园的全面审计，也

是未来教育工作推行的重要起点。在进入信息化 2.0背景之后，

学校就要对此予以更多重视，充分发挥网络的价值，进而给学

生们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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