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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行业也在紧跟时代脚步，从原有的基本教学转变为智慧教育。智慧教育的主旨意

在构建智慧的学习环境，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从而催生出新的智能教育制度。本文首先从智慧教育的提

出出发，介绍了智慧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并对分析开展智慧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积极影响，同

时还分析了目前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几点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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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industry is also following the pace 
of the times, changing from the original basic teaching to smart educ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smart education i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us promote the birth of a new smart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proposal of smart education,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r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mart education on China’s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everal im-
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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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智慧教育便成为教育模式转变的客观需求，因此“相聚云端课堂”、“线

上线下相结合”和“停课不停学”已成为教育的新场景，在线课堂与实体课堂的结合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智慧教育的优势——便捷性也愈发凸显出来。 

2. 智慧教育的提出与发展 

智慧教育的思想源于美国，美国于 1993 年 9 月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英国于 2009 年发

布了《JISC2010-2012 战略》，日本于 2010 年发布了《教育信息化指南》，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纷纷从国

家战略层面意识到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并颁布相应法律法规[1]。 
我国也在 2010 年 7 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纲要中

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将对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也从国家高度上对教育信息化的

重要性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同时还提出，应该加快智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师的信息化处理能力，

这也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提供有力地支撑。接着在 2012 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2011~2020 年)》[3]，进一步明确指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教育信息

化水平，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4]，明确指出教育信息化已迈入新阶段，

需要开展智慧教育实施方法和策略探索与研究，更新教育理念、改善教学方法，进而形成引领教育改革

发展的新途径；并提出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三全指的是覆盖全体教师、全体学生、全体

学校，两高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的全面提高，一大指的是建成“互联网+教育”的大平台。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正在重点发展智慧教育的建设，2022 年 6 月，青岛市教育局印发了《青岛市国

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行动计划(2022~2024 年)》[5]，提出将从以下 6 个方面加快智慧教育建设：师

生信息素养提升、教育网络安全保障、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智慧教育环境建设、人工智能教育提质、智

慧教育 e 平台赋能。与此同时青岛还引发了《青岛市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三年行动计划》[6]，提出实

施智慧教育赋能行动，全面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3. 开展智慧教育的意义 

智慧教育将成为实现我国教育水平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需要充分利用当今的科技手段，改革教育教

学方式，推动提高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7]。因此，开展智慧教育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 推动教育领域全面变革 
目前，我国教育事业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在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上相对落后，教育

教学方法相对陈旧，人民对于家门口教育水平的期待和实际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存在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等。通过信息科技的创新应用，智能教育可以提高教育系统运行的智能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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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帮助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形成突破口，带动整个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 
2) 可以引领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 
为了切实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国家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经过多年努力，教育信息化设

施设备明显改善，也为提高我国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提供了契机。智慧教育的发展将引领我

国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在新的教育理念和举措下，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创新人才。 
3) 可以助推中国教育梦实现 
智慧教育需要面向全体，既能为全体学生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又应该针

对自身需要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实现一生一册、一生一案。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因材施教、为每一个孩

子提供适合他自己的教育。智慧教育需要以现代科技为脚手架实现教育的智慧，从而加快我国学习型社

会的建设步伐。 

4. 智慧教育平台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目前，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不断努力下，各地纷纷出现了不同的智慧教育平台，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智慧教育平台使用的实施水平有待提高 
在现代教育过程中，一些老教师一直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学校的教学方式已经能够

满足自己的教学要求，更想在这个舒适区，不愿尝试新的改变，而且很多教师的信息化能力不足，不热

衷于现在新的智慧教学方式[8]。不仅仅是老教师这样，一些管理层领导对于智慧教育平台的理解也有所

偏颇，他们认为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学，只要把教学内容搞好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智慧教育理念是对

整个教育理念的创新和改造，而不仅仅是针对教育的某一方面。认为智慧教育只涉及教学、人才培养等

相关领域是片面和僵化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种认识，中国智慧教育的发展必然会误入歧途。 
2) 对来自教学一线的问题需求关注不够，智能化程度不够 
一些工作在一线善于使用智能产品的老师，他们愿意接受一切能为教育提高质量或优化工作方式的

新事物，在使用智慧教学平台教学时经常会遇到不够智能的功能[9]。例如，在使用平台进行数据统计时，

会出现明显的错误，还需要人工调整，这不仅没有减少老师们的工作内容，反而将工作量进行了翻倍，

这也打击了部分老师使用平台的热情。还有教师表示，目前受国家出台的控制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相关

政策限制，教师在课后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发布作业的频率和时长变短，导致学生在课前和课后无法充

分配合使用移动设备课前课后相关习题，削弱了课前课后教学的智慧性。 
3) 缺乏领域专家专业性、引领性的指导 
作为一项新兴事物，我们一般采取示范区的方式来进行试验，在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引领性探索

过程中，所在示范区必须有勇气打破常规、敢于向传统说不。在具备勇气的同时，示范区的机构需要有

专家指导和引领[10]。目前，在很多示范区的发展过程中，专家的参与程度不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4) 智慧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需进一步完善 
智慧教育平台是国家针对不同版本、找各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拍摄录制，并将素材资源上传到平台上，

这对于刚刚从教的新教师来说很有帮助，但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很多视频和素材上传后，需要根据时

代发展或地区所需进行修改，因此应该将课件资源以及其它微视频资源进行同步上传，便于其他教师学

习[11]。另外各级教育资源不够丰富，不能满足个性化需要这一智慧教育的理念。同时平台的信息和资源

由于目标群体比较大，也没有及时更新，因此更无法满足智慧教育的需求。 

5. 智慧教育平台使用的几点建议 

1) 加强教师培训，提高信息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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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平台中的认知负荷问题大多来自于平台或设备的不当使用。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教师的信

息能力和信息素养不足，国家已推进信息化 2.0 工程[12]，但仍有部分教师虽认真学习，但未能及时练习，

不能充分了解每种不同技术的优势。因此，他们不能将技术的优势与课程内容准确匹配，导致堆积和冗

余。针对这一问题，应进一步加强教师对学习信息化意义的深刻认识，对教师信息化能力进行培训和考

核，使教师能够在理论层面加深对平台和技术应用的理解。同时一些平台和技术无法得到真正落地还存

在与是设备经常出现故障或断网导致无法使用、平台遇到问题没有使用文档或操作视频导致无法及时解

决问题等原因，因此为加快智慧教育进程，在硬件设施配套维护过程深入理解理论后，进行大量指导练

习，才能更好地实践，促进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融合，达到精准实施的目标。  
2) 建立智慧教学优秀案例资源库 
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还缺乏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融合，虽然在全国很多中小学已经开展智慧

教学，并有相应的示范性基地，他们拥有良好的智慧教学经验和充足的教学实践案例，可形成优质案例

资源库，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应进行优秀案例或模式的推广。资源库中的案例、素材按学科和类型进行分

类。此外，资源库可以根据优秀案例的共同特点，对研究者总结的同类课程形成标准化的教学模式，供

教师参考，还可以把优秀案例的设计者请到学校对一线教师进行现场指导培训。各级各类学校也要充分

利用资源库，定期组织教师讨论，共同学习资源库中的优秀案例，择其优势调整自己教学中的不足。 
3) 完善智慧教育云平台服务功能，建设智慧校园 
在提高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教育”的信息化技术，构建保障智慧教育所需的

高速网络和各种智能终端[13]。鼓励学生利用在线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通过大项目对知识进行系统学

习，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下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在大项目的整体规划下，改变教育教学方式，开展合作

性、探究性学习研究。加强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水平，促进信息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切实提高教师智

慧教育的水平。 
4) 定期更新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建立智慧教育平台视频、课件、微视频的下载机制 
在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过程中，为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丰富自主学习资源，可以针对不同群

体设置不同权限的下载机制，既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学习，又可以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它。还需要定期对平

台视频、资源等进行更新，以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需求[14]。2021 年青岛市全力打造了青岛教育 e
平台，纵向打通部、省、市、区、校 5 级各类教育部门，横向对接政务服务网、青 e 办等政务平台，实

现了“六大场景”应用模式，为全市教师、学生、管理者和市民提供“一站服务”，后续就需要根据使

用情况及反馈对该平台进行及时优化和定期更新。 
5) 建立智慧教育平台“一生一案”制 
充分利用智慧教育平台及大数据进行分析，明确每一位注册学生的学习档案，了解该阶段内的学习

情况，以学定教，并根据学生已掌握情况，自主选择不扎实或需继续巩固的知识点，进行微视频学习，

或相应知识点的练习，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快速提升学业成绩。目前已有的一生一案制主要针对特殊教

育的儿童展开，2022 年青岛市就举办过“聚焦融合教育 注重一生一案——青岛市特殊教育教师线上培

训”，在智慧教育平台的基础上，后续可逐步实施所有学生的“一生一案”。 

6. 结束语 

为了更好地实现智慧教育和教育信息化，我们应该改变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制定适合当地的

智慧教育发展规划，在专家的引领下，对教育模式进行创新式的探索，真正满足信息时代人才培养的需

求。教育部门也需要不断摸索，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深入实践，实现智慧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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