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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的热点与热词。 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几乎所有的规划和讲话言

必谈之，尤为重视。但是，若深究其内涵，又容易简单理解为“教育+互联网”。“互联网+教育”不是现有教育的网络

化，它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技术推动教育产生革命性变革的基础。 “互联网+教育”虽初露端倪，但势不

可挡。为此，通过剖析近几年出现的“互联网+教育”几个典型实践案例，提炼和归纳了“互联网+教育”的内涵和本

质特征，预测“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趋势，呼吁人们关注教育变革对现有教育组 织模 式 和 管理 模 式 所提 出 的 挑

战，从而准确地理解“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本质，正确把握未来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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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 作为一种新

的生产力正在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深刻改变着经

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推动着各行业优化、 增长和创

新。教育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被互联

网所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可逆转。
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应对这种潮流做出的战略

部署和对策，已进行了近二十年。 但是，教育的变化

仍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似乎没有使教育变

得更好。 相反，却增加了财政和教师工作负担。 信息

化与教育改革是两张皮的质疑一直不断， 使许多决

策者、管理者和教师产生动摇，陷入纠结。
令人振奋的是，过去五年来，淘宝、滴滴打车等

基于创新的服务模式———成功变革传统商业和出租

业的案例， 充分证明了技术重构各个领域的变革能

力。尤其是国家启动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使“互联

网+教育”一炮走红，成为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新热

点，成为教育媒体的重要话题，也成为教育投资的主

要方向。 但是，“互联网+教育”与以往教育信息化实

践的关系是什么？ 它的理念、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又

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甚清晰。如果对这些问题认识

不足或理解错误，那么就会在实践中迷失方向，容易

贻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互联网 + 教育”是一个内涵不够清晰的概

念

“互联网+”术语或理念的提出，在国内最早可

以追溯到 2012 年。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易观第

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于杨做了题为“所有传

统和服务都应该被互联网改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

呼吁：“‘互联网+’ 是我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易观的一

个想法，我认为，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和

服务都应该被互联网改变。 如果这个世界还没有被

互联网改变， 它是不对的， 一定意味着这里面有商

机，也意味着基于这种商机能产生新的格局”[1]。尽管

于杨正确地预测了互联网的力量， 但真正把 “互联

网+” 带到公众视野并推动其发展进程的， 则是以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开端。

2015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正式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
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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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教育”的创新本质与变革趋势 荨荨

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将‘互联网+’行动作

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重要部署， 以协

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2]。

2015 年 7 月 1 日，国务 院印发了《关 于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将“互联网+”定义为“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

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

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

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

发展新形态”[3]。 该《指导意见》自上而下地对互联网

在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惠普金

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

生态、人工智能等十一个领域制定了重点行动计划，
对各级政府部门与相关单位所要提供的支持与保障

做出了详细部署，并深入阐述了中国“互联网+”建设

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以及 2018 年形成协同互动发

展格局。 提出到 2025 年，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

成“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显然，《指导意见》 中涉及的十一个领域都是经

济和社会领域，并没有对“互联网+教育”做出具体部

署。但是，从“互联网+”的定义中清楚地提出了“组织

变革”和“社会经济新形态”。
在教育领域，2015 年 11 月 19 日， 刘延东副总

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强调，在“十三五”期间，“要把握‘互联网+’潮流，通

过开放共享教育、科技资源，为创客、众创等创新活

动提供有力支持，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教育公

共服务”[4]。
随后，教育部 下发了《2016 年教 育信息化工 作

要点》，将“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

国务院有关‘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
信息惠民、宽带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等重大战略对人

才培养等工作的部署， 作为做好教育信息化统筹规

划与指导、 加强教育信息化统筹部署的重要任务 [5]。
显然，尽管教育领域在形式上积极响应了国家“互联

网+”行动计划，但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
甚至连“互联网+教育”的变革性特征都没有明确地

指出。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互联网+教育”是一

个内涵并不清晰的概念，虽然出现频度很高，影响力

很大，但似乎从未给它下过确切的定义，甚至也没有

说明哪些实践属于“互联网+教育”，只能靠实践者在

自己的情境中去解读和探索。 这就容易导致人们从

字面上理解“互联网+教育”，即把所有的教育实践都

搬上网，未来的教育信息化就是教育网络化。这种认

识已经在个别区域的教育文件中出现， 在许多论坛

的专家发言中也屡被强化。 在一线的教育实践中，也

有盲目追求网络化，忽视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现

象。这种以技术取向来解读“互联网+教育”的方法是

不太妥当的，容易将我国教育信息化带回到原点，让

我们忽视深层次教育系统开放的变革趋势， 从而影

响技术推进教育变革的进程。
所以，为了正 确把握“互联 网+教育”的实 践 方

向，我们有必要从“互联网+”的本源中，从一些典型

案例中，挖掘“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本质 和发展趋

势，从而准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行动方向。

二、“互联网 + 教育”的几个典型案例

（一）慕课（MOOCs）创新了一种优质教育的开

放服务模式

MOOCs 自诞生以来， 已引起各领 域大量的关

注，Daniel 在 MOOCs 迅猛发展的初期， 便结合各种

新技术的发展， 将其归结为基于互联网的低成本教

育材料分发和共享的工具[6]。 王永固等学者则从“资

源+社区” 的课程形态、 在线学习的教育模式以及

MOOCs 的平台性质、促进知识创新三个维度，充分

诠释 MOOCs 的内涵 [7]。 关于 MOOCs 对于传统教育

的冲击与影响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教育决策者、
管理者、研究者、一线教师等都纷纷在各种媒体上发

出声音，高度关注 MOOCs 的变革作用。 但对其创新

内涵的认识差异很大， 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

多数人对 MOOCs 变革作用的一些认识。
事实上， 如果仅仅囿于网络优质资源的低成本

共享，国际 OER 运动、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

工程和我国高等学校网络精品课程，则早于 MOOCs
十年就已经实现了；如果仅仅囿于在线学习平台、以

讨论区为代表的线上交流方式， 上世纪已经成立的

广播电视大学系统、 网络教育学院和传统大学的在

线学习平台，早已经具备这些特征。 而 MOOCs 对教

育的变革作用， 并不在于资源共享渠道和教学交互

方式。 正如韩锡斌等学者所总结的，cMOOCs 提出了

数 字 时 代 基 于 网 络 的 分 布 式 认 知 过 程 的 学 习 理

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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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通主义学习；xMOOCs 借助于互联网，引入

了商业模式，突破了百年来高等教育坚固的“知识产

业链”[8]。 MOOCs 为高等院校探索新的经费运作、质

量保证和学分认证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高等

教育的 组织机构和 政策制定者 们思考 开 放 教 育 领

域的这些变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9]。 精英教育

是大学普遍遵循和倡导教育理念， 但 MOOCs 作为

信息时代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它变革了教育的社

会属性，拓展和强化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社会化

服务职能[10]。
我们通过对所有中国 MOOCs 课程的深入研究

发现，多数 MOOCs 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基于行为

主义和认知主义的 xMOOCs。 迄今为止，仅有一门真

正意义上基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 cMOOCs 课程，
不是 MOOCs 的主流。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联通主义

学习理论揭示了互联网时代基于群体智慧汇聚的知

识创新过程和学习过程，但尚未成为 MOOCs 课程的

主要学 习方法， 也不 是社会 对 MOOCs 的 关 注 点，

MOOCs 在教学方法上并没有创新。
但 MOOCs 打破了近千年来人们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一种优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即以专业为单位，
以校园为场所，只面向少数精英的服务模式。生动地

展示了一种以课程为单位，基于网络的、灵活的、开

放的优质高等教育的服务模式， 这种服务模式让所

有 的 人 都 可 以 自 由 选 择 和 享 受 优 质 高 等 教 育 。

MOOCs 的创新本质，在于实现了一种跨越围墙的优

质课程服务模式， 破除了优质高等教育的国界门槛

和考试门槛，缩小了优质高等教育的服务单元。
试想，如果有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做支撑，如果

有足够多的 MOOCs 课程，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向全球

所有的顶尖大学、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课程，通

过灵活的学习，随时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学历水平，就

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全球开放

的服务体系。与传统顶尖大学原有体系相比，这种服

务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学习者个性化、优质、终身、
灵活的学习需要，扩大了优质高等资源的服务范围，
实现了优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当然，这种开放体系不仅依赖网络技术的支持，
更需要开放的教育制度做支撑。我们从对 MOOCs 学

习者的调查中发现，多数辍学者是因为 MOOCs 学分

不被认可，可持续动机难以保持。传统的教育制度正

在制约着 MOOCs 潜力的发挥，但“互联网+教育”实

践的开放性，时刻敲打着传统教育制度的封闭围栏，
就像每一次新时代到来之前的新事物和旧传统之间

的对恃一样。

（二）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证明了草根也

可以提供教学服务

产生于草根的可汗学院是另一个典型的 “互联

网+教育”案例。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后来又修读了

哈佛 MBA 的萨尔曼·可汗，于 2005 年开始创建可汗

学院（Khan Academy），其初衷只是通过网络的方式

指导远在家乡的家人学习。但不经意间，可汗学院已

发展成为一家世界知名的教育非营利性组织， 其课

程被翻译成 25 种语言，在全球拥有超过四千万注册

学习者[11]。 从最初不出现教师影像，而只是在写字板

上呈现演算和推导过程的教学视频开发， 发展到如

今集微视频资源、学习与教学的组织、支持、管理和

服务的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 可汗学院成为全球开

放教育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产品之一[12]。
但是， 多数人对可汗学院的创新本质仅仅理解

为网上免费的微视频， 以至于演变成微课程建设潮

流， 与之相关的大赛和各种会议如火如荼、 愈演愈

烈。 但事实上，免费在线微视频不是可汗的首创，视

频公开课早在 OER 运动开始就已经出现，可汗的微

视频只是衣帽间的一些作品， 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

影响。 深究其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可汗学院不

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紧密的 MOOCs，它并不限

制课程提供者的身份， 仅需一个邮箱账号便可以无

障碍地注册为可汗学院的教师账户， 进而开始分享

自己的课程。 也就是说，可汗学院的独创价值，在于

开创了草根提供教学内容的一种教育实践模式，它

从 根本上颠覆 了传统学校 体系中教师 的 资 格 和 身

份。与“淘宝网”上草根开店类似，可汗学院证明了在

互联网时代，社会中蕴含着大量具有价值的教育、教

学资源， 教师不是唯一能够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师资

力量。
可汗学院的成功， 为我们满足十四亿国人终身

学习需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与途径， 如同 “淘

宝”对传统实体零售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不难

想象， 如果有更多的可汗学院出现，“互联网+教育”
将可能在极大范围内实现“草根满足草根”的教育新

格局，学校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再是学生终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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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唯一渠道。这种变化及影响，将会改变教育体系

的要素和结构，它是一种生态体系的变革。
（三） 翻转课堂/习本课堂改变了课堂教学的职

能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出现于 2007 年前

后，开始，美国的两名高中化学教师使用录屏软件录

制教学视频， 上传到网络， 以此帮助缺席的学生补

课。 后来，这两位老师让学生在家看教学视频，在课

堂上完成作业， 并对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学生进行重

点讲解，进而发展成为现在的翻转课堂[13]。
何克抗教授总结了翻转课堂体现着 “混合式学

习”的优势、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构建新型

师生关系、 能促进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研发、是

“生成课程”这一全新理念的充分体现等五方面的创

新效果 [14]。 也有学者总结了翻转课堂在学校作息安

排、学科适用性、教学过程中的信息技术支持、教师

专业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素养以及教学

评价方式等方面所体现的特点与挑战[15]。
我们认为，现有的术语“翻转课堂”并没有很好

地体现实践的创新本质。 值得推荐的是，与“翻转课

堂” 同一时期进行的、 我国本土的一种教学创新实

践———深圳罗湖区教育局刘荣青所提出的 “习本课

堂”。刘荣青将习本课堂定义为是对传统课堂只重视

教学过程而忽视习得过程的价值回归， 是对课堂结

构“教、学、习”三要素地位的重新定位，而不是简单

的程序“翻转”。是对课堂时空范围的新定义，是一次

课堂运行机制的变革， 它带动了师生行为方式的改

变[16]。 可见，习本课堂来源于教育理论的创新，而翻

转课堂则来源于运用技术的实践，两者殊途同归。
从习本课堂的定义可以看出， 翻转课堂不是传

统课堂的网络延伸和形式上的简单“翻转”，它是新

型教学要素和教学关系重组的典型案例， 是对传统

教学职能根本性改变。 这种改变意味着教师的主要

职能不再是知识的呈现，而是设计学习活动、准备学

习资源和促进学生学习。 我们可以将传统的课堂教

学与社会生产相类比：翻转课堂/习本课堂就是一种

信息化的教学， 信息化教学对教学环境和教师的能

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因此，翻转课堂/习本课堂的

创新本质， 代表了一种工业化转向信息化社会的教

学方式，是对传统教学的颠覆和变革。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上述三个典型案例：MOOCs

代表了优质资源的开放服务模式， 可汗学院代表了

一种草根提供教育资源的社会教育模式，翻转课堂/
习本课堂代表了信息化的教学形态。这一切，都昭示

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在

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之间的融合，昭示着一种全新、
开放的教育生态体系。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所明确指出的：“信

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必须予以高度

重视”[17]。

三、“互联网 + 教育”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基于上述的 分析，我们将“互联网+教育”定 义

为：特指运用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等新技术，跨越学校和班级的界限，面向学

习者个体，提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的新型服务

模式。 这类教育服务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不同于传统

学校教育，是在线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具有技术与教

育融合、创新的特征。
“互联网+教育”秉承开放教育的理念，即“以崇

尚自由、顺应自然为理念，以社会化教育、终身教育

为宗旨，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选择和最

小限度地限制障碍，借助社会力量与科技成果，提供

一切有利于此种自由、自主学习的思想、教育方式、
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的总和”[18]。

“互联网+教育”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新需

求，即社会飞速变化、劳动力人口能力不足、个体学

习需要多样化、 家庭望子成龙等现实， 呼唤更加灵

活、个性化、优质的教育服务。 尽管国家财政对教育

的投入不断提高， 但由教育引发的社会矛盾仍呈现

更多样的趋势，例如，因高招名额减少而引发的江苏

和湖北家长强烈不满的社会事件。 虽然减招只是一

个导火线， 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教育无法满足日

益提高的教育新需求。要解决这种矛盾，不能仅在学

校教育的框架内寻找政策突破，必须以开放的视野，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全新的教育体系，让每个人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容易获得。
“互联网+教育” 的价值取向在于推动传统学校

教育制度的变革， 这种价值取向不同于教育信息化

起步与应用两个阶段的技术取向。 变革取向决定了

“互联网+教育” 实践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不再是建设

技术环境和推动技术应用， 而是如何推动教育制度

改革。 关键角色不再是技术支持人员， 而是一线教

师、管理队伍和规划决策人员。前面三个典型案例都

理论前沿 “互联网 + 教育”的创新本质与变革趋势 荨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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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传统学校教育某种程度的颠覆， 其始作俑者都

不是技术人员。

四、“互联网 + 教育”的变革趋势

“互联网+教育”内涵和本质特征都充分说明，教

育信息化已经进入到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互联网的开放性正在撬动传统学

校教育封闭的大门，重构着教育服务体系。 MOOCs、
可汗学院和翻转课堂/习本课堂只是不断涌现的“互

联网+教育”实践的冰山一角，虽具典型性，但绝不是

全部。 随着互联网技术、教育大数据、教育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深层次的教育需求和尖锐

的矛盾都将通过创新的服务模式来解决， 传统商业

领域 和出租车领 域的体系性 变革将在 教 育 领 域 重

演，必将产生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教育”的创新实

践。 这种创新实践是一种破坏性创新，会对传统的学

校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提出挑战， 最终的目标应是

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 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人

们对教育的新需求。
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融

合性。即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更加融合，在线学习

与课堂教学相融合， 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相融合；
（2）消费驱动的个性化服务。 它改变着传统配给制服

务模式，允许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只有学

习者选择了这个教育服务，消费才被认可；（3）汇聚

性。 它根植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面向学校、各类机构

和普通公民等各类主体， 汇聚所有具有教育价值的

所有知识，供学习者选择；（4）协同性。 即互联网行业

深度参与在教育服务实践中， 成为教育体系的新要

素，也成为教育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需要两个系统做支撑：第

一，不断丰富和智能化的技术环境；第二，开放的教

育制度。 技术环境建设将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通过

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逐步完成，是水到渠成的工作。
开放的教育制度则是体制机制改革任务， 具有综合

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甚至涉及到国家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的改革。 开放的教育制度是构建开放的教育服

务体系的关键，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难点，是当

前制约“互联网+教育”实践发展的瓶颈。
上述三个“互联网+教育”的典型案例，迫切需要

开放教育制度的支撑。 例如，MOOCs 呼唤课程认证

和学分积累与互换制度，否则，必将昙花一现。 可汗

学院呼唤面向社会资源教学资格准入制度，否则，一

方面学校系统不能满足八亿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水

平提升的现实需要； 但另一方面大量社会教育资源

闲置，客观上造成浪费。 翻转课堂呼唤有关教师在线

教学工作量的管理制度，否则，教师在学校里不愿意

开展在线教学，但愿意业余兼任网上辅导教师，造成

教师资源的浪费，制约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不仅如

此，“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冲击传统学校

教育制度，呼唤教育制度的开放。 因此，现阶段实施

“互联网+教育”行动计划，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

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构建开放教育制度上。 开放教育

制度的建设进程，决定了“互 联网+教育”的 发展速

度，也决定了教育现代化的水平。
事实上，当前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许多难题，即

使应用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制度内都难以解决。 只

有用开放教育的理念，以开放教育制度为基础，运用

技术创新更多开放的教育服务模式， 问题才能迎刃

而解。 例如，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

社会标准中 6 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0.5 年（新

成长劳动力为 13.5 年），但 2013 年，我国 6 岁以上

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9.05 年。 若要达到小康社会目

标，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受教育年限年均增幅应为

0.21 年。 事实上，从 1990—2013 年，我国受教育年限

年均增幅仅为 0.12 年，我们必须提速 72.5%。要达到

发达国家人均 GDP 1 万美元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
“十三五” 时期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增速至少要达到

9.3%的年均增长， 即要比 1985-2010 年年均高出 3
个百分点以上。这个任务是“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最

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 但受师资队伍的约束，常

规办学校的途径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
试设想， 如果国家利用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

设的契机， 要求我国顶尖大学将特色专业的优质课

程用 MOOCs 的模式向社会开放，由正在试点的开放

大学负责学生的学习支持服务， 政府建立课程质量

监管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设立开放教育学位制度，
允许所有的人自由选择所需要的课程， 用灵活的方

式参与学习，成果可以积累和被政府认可。 那么，这

种“顶尖大学+开放大学”的开放服务模式可以快速

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提升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

年限和学历水平，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支撑创新型

国家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曾

Theory Front

7



20
16

年
第

4
期

总
第

23
5

期

理论前沿

利用开放办学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完成了

劳动力学历补偿的任务， 搭建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办

学系统，并拥有一支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专业队伍。
这样一个系统可以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开放大学建

设，再一次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再创奇迹，再立新功。
总之， 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是社会发展的

历史必然，其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互联

网+教育”行动计划吹响了提速发展的进军号，也指

明了方向。“互联网+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新阶段和

新机遇，是深化教育服务模式改革的变革阶段。 如果

我们达成共识方向，以开放教育理念为指导，加快制

定和完善开放教育制度，制定切实有效的行动计划，
支持和催生更多的创新教育服务模式， 中国可以率

先解决人类教育面临的三个重大命题：公平、质量和

终身学习，创造中国教育弯道超车的奇迹，为小康社

会的实现，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力资源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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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Essence and Reforming Trend of “Internet+ Education”
Chen L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terent+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or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forming, which involves every plan
or speech on ICT in education. Usually, “Interent+education” is easily understood as “Internet education”, in fact, they are two differ-
ent concepts in essence.“Interent+education” is a new phase of education reforming by ICT. Although “Interent+education” is the e-
mergence of new, it represents the general tre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essence of “Internet+education” and predicts the
reforming trend of “Internet+edu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on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Interent+education” exactly, so as to grasp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em-
phasi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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