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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难题，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并已取得一定成效。为回顾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总结政策制定经验，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9年74份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构建

教育信息化主题–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使用了丰富多元的政策工具；

但是政策工具类型使用不均衡；不同教育信息化内涵主题的政策工具使用差别较大，比如目标定位主题主

要运用权威工具，能力提升主题主要运用能力建设工具。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和有效

性，增加激励工具使用频次，增强牵动力，结合实践探索新的政策工具类型，完善政策工具理论体系。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文本分析 

 
 

Policy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Tingting Wang 
Lay and Business School of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Aug. 11th, 2021; accepted: Sep. 8th, 2021; published: Sep. 15th, 2021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state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order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74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2012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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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ramework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me-policy tool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ex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uses a wealth of diverse policy tools; but the types of policy 
tools are used unevenl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for different theme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For example, authoritative tools are mainly used for target posi-
tioning, and capacity-building tools are mainly used for capacity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bal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incentive tools, increase motivation, explore new types of policy tools in com-
bination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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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程正逐渐加快，引领和推动教育持续发展变革的教育信息化

政策被推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教育改革中，国家提出实现教育现代化并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1]，自此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第一个“十年规划”指出我国

在教育信息化已经取得基本成效，并能够创建方便学习的网络学习环境，完善教育网络系统管理机制[2]。
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2016 年“十三五规划”在发展现状中明确指出，继续加强宽带网络覆盖大中小学

校和优质资源公平享用，以实现交流共享，教育技术水平得到突破性进展，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信息技术

在应用上再上台阶，在教育教学中更大地发挥互联网作用；并不断升级网络系统，确保教育教学顺利进行；

另外在使用网络信息技术时，确保网络安全，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以实现教育现代化[3]。随着教育信息

化的不断深入，校园网通过接入互联网已在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不同城市的学校建立，乡村学校也逐步实

现教育网络覆盖，这有利于缩小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实现教育与信息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使教育理念、方法、手段等全方位创新。政府主要通过政策颁发引导教育信息化进

程，这就离不开政策的规划和制定，回望过去近十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考察此过程政府采用政策工

具的特点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把握教育信息化进程现状具有重要的理实践指导意义。 
自国家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和政策以来，我国的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得到基本建立，从 2016 年“三

通两平台”的基本实现，到 2017 年各指标的翻倍增长；在信息化发展道路上，杜占元部长提出“1238”
(一个核心理念、两条基本方针、三大关键举措、八类应用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子[4]；从 2018 年

的网络空间应用到 2019 年的“智慧教育示范区”，再到 2020 年的“三个课堂”等相关政策的发布，体

现出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心。本文通过分析 2012 年至 2019 年最新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总结

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政策工具的使用经验，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2. 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府发布相关政策使个人、群体或机构与规则保持一致的手段。政府正是通过政策工具

把集中在手中的资源，如资金、权威等对社会进行治理，从而影响的公民和组织，达到政策发布的目的

[5]。对于政策工具的划分，国外有些学者的划分方式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荷兰学者 Kirschen E.S.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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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 64 种政策工具，但工具数量、类型多样没有进一步归纳分类，因此没有得到广泛使用[6]。国内比

较常用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 Rothwell & Zegvelad [7]的划分方法，他们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

型、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国内有学者利用该分类工具研究了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8]还有城乡社区治

理政策[9]在公共治理方面应用较广泛。另一种是 McDonnell & Elmore [10]的分类标准，即将政策工具划

分为了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五种工具类型。林小英等学者利用该工具对

北京民办高校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10]；最后一种则是 Ingram & Schneider [12]的分类方法，即将政策

工具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和劝告工具及学习工具等六种工具类型。国内很多

学者运用该工具类型主要分析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状况[13]还有一些来华留学的教育政策分析。另外不

少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汤杰等学者结合了两种政策工具对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进行了回顾和

展望[14]。综上所述，针对本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特征，本文选择应用于教育政策分析比较多的麦克唐纳尔

和埃尔莫尔(McDonnell & Elmore)以及施奈德和英格拉姆(Ingram & Schneider)的分类方法，并综合二者分

类标准选取权威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象征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具为本次研究的政策工具。 

3.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框架 
首先，对收集到的政策文件内容进行主题分类，对 74 份文件按照不同主题进行编码；然后，构建教

育政策工具与教育信息化主题内容二维(“X-Y”维度)分析框架，对不同主题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量

化分析；最后，总结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使用特点总结过去经验，从而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二) 文本选择和编码 
2012 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国教育信息化第一个十年战略规划，以此为时间节点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网站发布的政策文本为准，展开相关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检索(截止于 2019年 12月 31日)。
我国的教育政策文本一般以公文的形式出现，包括规划纲要、条例、计划、决定、意见、通知、函等，

其中也包括领导讲话发言等文本内容。对文本的筛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搜集 2012 年~2019 年与

教育信息化政策相关的所有政策文件；二是政策的发布主体为中央教育部、教育厅；三是政策内容包含

教育信息化有关信息。根据以上标准，共选取符合条件的政策文件共 74 份，大约 21.1 万字。 
(三) 分析方法 
1) X 维度：政策工具类型。本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类型分为权威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象

征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具。本文中各政策工具的操作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of policy tool operation in this article 
表 1. 本文政策工具操作定义 

政策工具 操作定义 使用特点 

权威工具 政府权威主要以允许、许可、禁止等标准衡量，使在行

动上与规则保持一致。 具有强制、和服从性 

象征劝诫工具 该工具假定人们是否采取与政策相关行动的动机和决定

是以他们的信念和价值为基础。 鼓励对政策的遵从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是依靠奖励或惩罚来促进或抑制行为。 监督成本高 

能力建设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为相关人力或机构、部门提供做决策或采

取某种行为的信息、教育和资源、培训。 重视长期的投资和管理效果，短期收益较难实现 

系统变革工具 系统变革是权威性的转移，比如从机构与个人之间。 难以评估预期效果，可能反应失灵 

注：表 1 根据参考文献[11]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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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维度：教育信息化的主题分类。通过对文件整理归纳发现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具有阶段性指导意

义的目标定位、为实现教育信息化需要网络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关于教育行业信息技术的专题培训、教

育信息化的体系不断完善、同各省市进行多元共建、有关教育信息业务的项目管理六个要素等方面。通

过对文本进行编码进而对主题内容进行归纳、分类，应用政策工具来分析主题，对文本进行归纳总结后

主要对目标定位、能力提升、完善改建、多元共建、技术支持、项目管理等六个主题进行分析。主题分

类情况如表 2 所示。 
目标定位包括政策发布主体对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发布有关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安排等指

示，在 2015 年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提到为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为完成“十二五”

的目标任务，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支撑[15]。这就为政府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工作导向，具有指示作用。 
能力提升是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对相关人力包括教育厅局长进行关于教育信息化的

专题培训。2016 年，关于对教育厅局长进行专题培训的文件提到，对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交流学习信

息化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十三五”规划做深刻解读[16]。这一主题为教育信息化推进提供了知识支

撑，培养了技能人才，有利于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完善改进包括为了掌握教育信息化总体情况、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而进行的其他工作，包括为教育

信息化顺利进行而成立负责小组，教育部颁布关于教育信息系统全面应用的通知，使数据更具时效性[17]。
这都是为了教育信息化进程得到进一步完善，该主题是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完善提升。 

多元共建包括国家教育部主导其他省市共同建立并推进教育信息化系统，在海南列为教育信息化试

点文件上提到中央同意海南作为教育信息化试点，并要求相关部门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

实施方案，落实配套政策等相关支持保障条件，尽快启动并加快推进试点工作[18]。中央与地方共同建立

教育信息化试点，有利于健全教育信息化的管理机制，有利于健全多元共建管理体系。 
技术支持包括对网络设施的系统升级，为教育系统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在推动互联网协议的

部署计划的通知中提到，2020 年底，教育系统的各类网络、门户网站和重要应用系统完成升级改造，并

且培养相关学科互联网人才，创新教育方式，为教育系统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19]。网络系统的技术

支持为教育系统完善提供保障。 
项目管理包括规范教育信息化专项–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子项目的建设与运维管理，明晰中央财

政经费使用去向，明确相关部门人员权责[20]。该项目主题主要对教育信息化子业务进行规范标准以及明

确各部门权责，使网络技术有标准可依，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找相应部门得以解决。 
 
Table 2. Examples of subject classification 
表 2. 主题分类举例 

政策主题 数量(件) 占比(%) 主题分类 举例 

技术支持 8 10.6 教育信息化推行过程中提

供网络技术支持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 

目标定位 14 18.6 教育信息化发展相关的规

划、意见的预期 《2015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能力提升 20 26.6 对相关人力及部门进行相

关专题培训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6 年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专题研讨班

的通知》 

多元共建 9 12 教育部与其他省市共建教

育信息化系统 《教育部关于同意湖南省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的函》 

完善改进 17 22.6 为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而

进行的其他工作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系统”全面应

用工作的通知》 

项目管理 6 8 对其他业务系统进行规范 《教育信息化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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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文本编码 
如表 3 所示，根据六个政策文件主题内容和五种政策工具类型，对 74 份政策文件整理形成本研究所

运用的政策文本分析编码表，编码表主要包括编号、政策主题、相应的文件名称、文件内容概述、年度

以及发布部门等信息，还包括对每个文件的编码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类型。其中内容编码主要根据政策文

本编制，每个主题编号内根据年限进行顺序排列，例如编号 1 内对应的是“目标定位”主题，该主题中

的第一个文件根据文件内容与主题相关的文本句进行编码，如果该文件中有一句文本提到目标主题，那

么该文件内容编码为“1-1-1”，并且对该文本进行政策工具类型判断。制作编码表过程中，使用两人同

时编码的方法，对于编码有差异的文件进行讨论调整，不断重复，直到得到一致的编码信息，因此该编

码表具有良好一致性。 
 
Table 3. Examples of text encoding details 
表 3. 文本编码详情示例 

编号 政策主题 文件名称 内容概述 政策年度 发布部门 内容编码 政策工具类型 

1 

目标定位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2011~2020 年)》 

为解决教育改革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和

教育质量，为完成

“十二五”的目标

任务，实现教育现代

化提供支撑 

2012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1-1-1 权威工具 

目标定位 《召开教育信息化重点工

作推进会议的通知》 

为深入推进教育化

进程，提出重点工作

内容具有指导作用 
2013 教育部办公

厅 
1-2-1 
1-2-2 能力建设工具 

 ...... ...... ...... ...... ....... ...... 

3 多元共建 《组织开展第一批教育信

息化试点验收工作》 

与地方共建教育信

息化，并对其成果进

行验收 
2012 教育部办公

厅 
3-1-1 
3-1-2 权威工具 

6 

...... ...... ...... ...... ...... ....... ...... 

项目管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为教育信息系统提

供技术参考标准，以

规范只用信息技术 
2019 教育部办公

厅 
6-6-1 
6-6-2 权威工具 

4. 教育信息化文本分析 

(一) 政策数量变化和阶段分析 
统计整理发现，关于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数量整体伴随波动整体为增长，如图 1 所示，自 2012 年起

政策数量在四个年份具有峰值。2012 年，文件发布数为 10 份，在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第一个“十年

规划”之后，同年发布了成立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信息管理基础代码等 7 个教育信息化

相关标准、以及课程及资源征集活动，教育部在各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因此 2012 年成为教育信息化政

策的第一次高峰。2014 年，文件发布数为 9 份，虽较 2012 年政策文件数量有所减少，是因为教育部把

重点放在多元共建上，教育部出台与各地方多元共建的政策，同年海南省、山东省、湖北省等省市出台

了教育信息化试点的函，成为了政策第二次高峰。2016 年政策发布数为 10 份，教育部出台教育信息化

的“十三五规划”，强有力的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同时，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政策如雨后春笋相继

出台，因此，与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政策数量增多。2018 年政策发布数为 17 份，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计划》，该文件是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当中的标志性文件，教育信息化进入新时代，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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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使与教育相关的网络信息技术政策数量激增，因此数量呈现出 2012
年至 2019 年区间内的最高峰。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olicies from 2012 to 2019 
图 1. 2012 年~2019 年政策数量变化 

 

(二)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二维分析 
1)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 X 维度分析 
首先，通过梳理近八年有关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文本，政策虽然没有逐年增加，但是主要集中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2018 年，根据表 4 整理分析，74 份政策文件中使用最多的工具类型为权威工具，

一共有 45 份，占比 47.3%，教育部多为“关于印发 XX 的通知”以强制的方式推行，其次，能力建设工

具数量为 23 份，占比为 31%，之所以比重较大可能因为主导部门为推动教育信息化施行的专题培训和学

习讲座比较多；再次是象征劝诫工具，占有 10.8%的比例、激励工具占有 8.1%的比例，以上工具主要是

通过政府鼓励号召的方式引导地方区域加快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执行，比如评选执行政策比较好的地方从

而起到鼓励作用；最后，系统变革工具应用较少，占比只有 2.7%，这有可能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阶段相

关。 
2)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 Y 维度分析 
通过对文本进行整理，整理出各主题发布的政策数量，如表 4 所示，关于“目标定位”的政策文本有

12 份，“能力提升”的政策文本有 20 份，“技术支持”的政策文本有 8 份，“完善改进”的政策有 17
份，“多元共建”政策文本有 11 份，“项目管理”的政策文本有 6 份，从时间分布上看，图 2 所示，“目

标定位”和“能力提升”主题在 2012 年至 2019 年都有分布，由此看出，自从信息化十年规划推出，就已

经注重相关人员的专题知识提升，随着相关网络系统更新，专题培训一直持续到 2019 年；“技术支持”

主题主要集中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并主要集中 2018 年，这是教育网络系统完善期，因此为实现教育与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进而发布较多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政策；“完善改进”主题和“目标定位”“能力提

升”一样跨度较大，分布至 2012 年~2019 年，由此看出，教育部等主导部门为做好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进展而不断完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多元共建”主题时间分布为 2012 年~2018 年，2012 年只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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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真正开始在各省市地区开展是 2014 年，并在 2018 年对第一批试

点的验收结果进行通报；“项目管理”主题主要在 2016 年才开始显现出来然后一直到 2019 年，这可能因

为随着相关教育信息化管理业务的开展，到 2016 年才有正式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之后再不断完善。综

上，根据政策主题的划分，能力提升主题政策最多，由于教育信息化需要得到发展因此能力提升类政策较

多，其次是目标定位和完善改进主题，目标定位是政府根据信息化的现状不断调整研发新的战略方案进行

通知，使政策得到贯彻，起到引导督促作用，完善改进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推动政策执行，再次，多元

共建和技术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信息化离不开“互联网+”应用，因此相关的应用系统会出现使用安

全、升级等问题，这就需要政策给予相关的指导和技术支持；最后，教育信息化推行过程中会涉及第三方

的项目，比如互联网应用程序，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及时给予指导，避免出现权责不明等行政问题。 
 
Table 4. Tool-topic distribution table 
表 4. 工具–主题分布表 

政策工具(X) 
主题分类(Y) 

合计(数量) 所占比重(%) 
目标定位 能力提升 多元共建 技术支持 完善改进 项目管理 

权威工具 9 1 7 5 10 3 35 47.3 

能力建设工具 2 17 0 1 2 1 23 31 

激励工具 0 1 2 0 3 0 6 8.1 

系统变革工具 0 0 0 1 1 0 2 2.7 

象征劝诫工具 1 1 2 1 1 2 8 10.8 

合计(数量) 12 20 11 8 17 6 74 --------- 

所占比重(%) 16.2 26.6 14.8 10.6 22.6 8 ------- ———— 

 

 
Figure 2. Time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opics 
图 2. 政策主题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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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信息化的 X-Y 维度分析 
围绕目标定位主题，主要使用的是权威工具，在所有的 35 份权威工具中有 9 份用在了目标定位，占

比达到 25.7%，其次是能力建设工具和象征劝诫工具，没有用到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在对目标指

示方面，更倾向于以强制性工具施行；能力提升主题中，主要用到了能力建设工具，在 31 份能力提升主

题文本中，有 17 份用到了能力建设工具，占比达到 54.8%，其次是权威工具和激励工具，这可能由于教

育信息化进程中，更注重对相关人员的专题培训和展示交流；多元共建主题中，主要采用权威工具，其

次是激励工具和象征劝诫工具，权威工具在 11 份文本中占据了 7 份，可能在多元建设过程中，以政府的

权威性对各省市进行通知建立教育信息化试点，有利于以强制性手段高效率的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技

术支持主题中，主要运用权威工具，占比 62.5%，该政策工具对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网络技术问题

予以解决，并制定统一执行标准；完善改进主题中，在与主题相关的 17 份政策中，权威工具有 10 份，

占比 58.8%，其次是激励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除了运用高效的权威工具也应该注重对政策对象的正向

或负向激励作用，有利于在完善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促进与政策要求相一致的行为，抑制相悖行为；项目

管理主题中，一般会运用到权威工具，同时也会使用象征劝诫工具，注重对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详情

见表 4)。综上，通过对二维因素分析发现，权威工具是在所有六个主题当中只用频次最多的，整体占比

47.3%，其次是能力建设工具，整体占比 31%，在所有政策用具类型当中，占比最少的是系统变革工具。 

5. 讨论和建议 

自国家教育改革规划施行以来，教育信息化进程稳步发展，城乡教育差距缩小，优质教育资源人人

可共享，建设了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对教育系统的管理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教育信息化一直吸引

着人们的关注，在总结过去十年政策发布的可圈可点之处时也要发现不足之处，因此，在以上对教育信

息化政策使用工具基础上，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以供后续政策制定参考。 
(一) 加强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和有效性 
权威工具一般代表政府强制性要求[21]，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设计特别强调行政功能的发挥，使用行

政权力来颁布和分配任务，行政权力执行起来高效但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尤其是在多元共建和完善改

进方面，权威工具的使用最多，我国的政策活动运行过程为先试先行、由点到面，体现的是“要素整合”

“循序渐进”的稳妥政治策略[22]，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颁布正是延续了这一特点，因此可以多结合能力建

设工具和激励工具进行均衡，使政策工具多样化，保障教育信息化进程高质高效推进。在能力提升方面

可适度增加权威工具和激励工具进行平衡，能力提升多为对人员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引入权威工具有

利于高效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质量，同时利用激励政策给予正向和负向鼓励，增加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积

极主动型。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系统变革工具的使用较少，可能是因为教育信息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权威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很少对其他机构进行分权。因此，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兼顾和整合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重要方面，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协调和均衡状态[22]。 
(二) 适当增加激励工具，增强动力牵引 
激励工具的使用，可以引导政策对象的积极主动性，促使个人、群体或机构的行为与政策要求保持

一致[23]。在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中，较少使用激励工具，这样不利于增加目标群体的行为动力[24]。特别

关于多元共建的主题中，政府对试点地方验收可以尝试正向激励，鼓励地方机构规范推进教育信息化，

使用激励政策工具可出台有关教育信息化的补助、优惠政策[25] [26]。同时，除了机构、部门履行政策要

求，还应该鼓励个人或个人机构积极学习教育网络系统知识，更新教育技术，使多元主体参与共建。 
(三) 创造性采用新工具，使政策工具多元化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步伐的加快，颁布政策的主体部门必然要面对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注重一元工具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70


王亭亭 
 

 

DOI: 10.12677/ae.2021.115270 1745 教育进展 
 

到多元工具使用[27]。其实，目前来看，我国政府的使用的权威政策工具发布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结

合了其他的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系统改革工具、象征劝诫工具取得了良好政策效果。因此，随着教育

信息化进程加快，我们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的政策工具丰富我国实用型的政策工具类型。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CX2019123。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 2010-07-29. 
[2]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 2012-03-13. 
[3]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269367.html, 2016-06-07. 
[4] 关于印发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 2017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78/A16/tongzhi/201709/t20170911_314154.html, 2017-05-05.  
[5] 李津石. 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工程”的政策工具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7): 42-47. 

[6] 赵丽莉.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光伏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1. 
[7] Rothwell, R. and Zegveld, W. (1985) 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Longman Group Limited, London, 83-104 

[8] 马续补, 张潇宇, 秦春秀.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为例[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8): 29-37. 

[9] 单菲菲.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研究——以《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为例[J]. 西
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57(4): 87-94. 

[10] McDonnell, L.M. and Elmore, R.F. (1987) Getting the JobDone: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Educational Evalua-
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9, 133-152. https://doi.org/10.3102%2F01623737009002133  

[11] 林小英, 侯华伟. 教育政策工具的概念类型: 对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初步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30(9): 15-19. 

[12] Schneider, A. and Ingram, H. (1990)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2, 510-529. 
https://doi.org/10.2307/2131904  

[13] 吴合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32(2): 8-14. 

[14] 汤杰, 石伟平. 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政策工具:回顾与展望——基于 1995-2019 年高职政策文本的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1): 45-52. 

[15]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502/t20150215_189356.html, 2015-02-15. 

[16]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6 年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07_248497.html, 2016-05-20. 

[17]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系统”全面应用工作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2/t20160224_230287.html, 2016-02-15. 

[18] 教育部关于同意海南省开展教育信息化省级试点的函[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409/t20140905_175007.html, 2014-09-05. 

[1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9/t20180903_347090.html, 2018-08-24. 

[20]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专项—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子项目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702/t20170208_295892.html, 2017-01-17. 

[21] 郑伟, 张茂聪, 王培峰. 建国以来我国融合教育的实践理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 中国特殊教育, 2019(1): 
3-10, 24. 

[22] 钟志贤, 曾睿, 张晓梅.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1989-2016 年)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17, 38(9): 14-2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7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269367.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6/tongzhi/201709/t20170911_314154.html
https://doi.org/10.3102%2F01623737009002133
https://doi.org/10.2307/2131904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502/t20150215_189356.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07_24849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2/t20160224_23028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409/t20140905_17500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9/t20180903_347090.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702/t20170208_295892.html


王亭亭 
 

 

DOI: 10.12677/ae.2021.115270 1746 教育进展 
 

[23] 张国强, 薛一馨.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特征与展望[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39(8): 39-43. 

[24] 蔡旻君, 魏依云, 程扬哲. 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政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 
2019, 40(11): 48-55. 

[25] 王瑛, 贾义敏, 张晨婧仔, 王文惠, 焦建利. 教育信息化管理实践中的领导力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 2014, 32(2): 
13-24. 

[26] 胡钦太, 郑凯, 林南晖.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转型: 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4(1): 35-39. 

[27] 姜国兵. 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J]. 理论探讨, 2008(6): 133-13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70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Policy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选择
	3. 研究方法
	4. 教育信息化文本分析
	5. 讨论和建议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