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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教育信息化的五个“必须”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信息化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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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目标是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

新，其核心价值就是创新和变革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管理方

式和教育研究方式。这种融合在教与学层面上，表现为信息技术全面变革教

学手段、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学校办学层面上，表现为创设

全新的教育教学环境、教学组织方式和课程形态；在教育体制层面上，表现

为制定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国家课程标准、信息化支撑的政府教育供给方式

和基于开放和透明数据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教学方式的变革必须以学习方

式的变革为前提并与之相匹配，管理方式的变革必须服务于学与教方式的变

2015年5月23日，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在山东青岛开幕，大会主题为“信息技术与未来教

育变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大会的召开。这是我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召开

教育信息化大会。教育信息化对于推动未来教育变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具有积极

作用。本次大会把握了时代脉搏，顺应了发展潮流。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中国坚持不懈

推进教育信息化”。本期，我们邀请教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

授对如何推进教育信息化进行系统解读。

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

值此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出席会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各国教育官员、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欢迎！向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

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

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我们将

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

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合作

平台，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共同探索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同开创人

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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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教育研究必须关注信息时代的新型学与教方式，并将传统的以经验和思辨为主要特征的

研究，转变为以基于证据和大数据（全样本）为主要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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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生多是伴随着新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被各种数字

工具包围，信息技术对他们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习惯影响巨大。他们喜欢更多

地使用数字资源来自主学习，喜欢用手持设备阅读，喜欢通过定位技术来确定学习情境。然

而，当前的大部分学校教育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

识到，新一代学生更具多样性的学习需求，对学习方式的变革具有强烈诉求，更期盼个性化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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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海量数字资源持续进入教育领域，翻转课堂、

微课和慕课的普及，以及各种测评工具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教师的角色

和工作流程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教师的角色被细分，传统的备课、课堂讲授、答疑

辅导和作业批改四个教学环节将不必再集中于一位教师身上。其次，教师的工作流程将发生

改变。备课转变为教学设计和学习资源准备；课堂讲授与答疑的顺序可能被颠倒；讲授过程

趋向精简化、对话化或表演化，辅导答疑不再是教师的专属，可以来自同伴和系统平台；作

业批改可以由学习伙伴或系统来支持。再次，评价不再单纯是教师和学校的职责范围，一批

第三方的教育评价与认证机构即将兴起，除了考试和评估服务外，或许还将承担起完成平时

作业、练习和测试等的服务。教师依然是信息化教学中的关键，但教师的能力结构将发生巨

大改变，教师专业发展的复杂性也日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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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体的产品使用和技术应用只是手段，将教育信息化理解为纯粹的技术应

用容易导致“技术至上”的错误认识。人们期盼将技术融入课堂，不仅要改变

传统的教室环境，而且将重塑学和教的方式，重构课堂形态，以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再先

进的技术、再高级的软件，也无法替代言传身教。信息化教学不只是师生在操控网络和计算

机等，而学生与内容的互动、与教师的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才是其灵魂。面对教师、学

生、网络、各种设备和资源等，如何描述这样一种技术应用场景和互动情境显得尤为复杂。

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和信息化教学的准备过程中，需要仔细进行教学场景分析。分析学生

们的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伙伴与学习活动之间的适应性，以及面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活

动，其学习任务、学习产出与学习方式之间的适配性。无论是一堂“翻转课堂”或“微课教

学”的课，还是一个信息化教学试验项目，都要遵循“教学逻辑自洽、学习资源匹配、学习

评价及时、学习体验丰富、教学工具便利”五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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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创新和变革教育，是进一步发展教育。同时也要注意信息技

术的“双刃剑”作用，避免信息技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强化，导致教育信息化投

入的巨大浪费以及可能给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创新教育理念和模式，加强对

信息化教学和融合创新规律的研究，为学生提供多样学习选择，促进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遵循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规律，以学生和教师为本，促进传统教育与信息化教育的优

势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