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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加快 合型人才培 ，鼓励 合培 培 ”等，

“互 网+ 教育” 展指出了方向。 

“十二五”以来，尤其是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 展

(2011-2020 年)》正式 布和首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召 后，教育信息化工作 持促 信息技 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的核心理念， 持 用 、机制 新的基本方 ，

加 、多方 同推 ，以“三通 平台” 主要 志

的各 工作取得突破性 展。 

2015 年 11 月， 延 副 理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 会 ，“十三五” 期，要大力推 教

育信息化， 用 代信息技 ， 村、 、 困和民族

地区的孩子 共享 教育 源，要把握“互 网+”潮流，通

放共享教育、科技 源、 客、 等 新活 提供

有力支持， 全民学 、 身学 提供教育公共服 。  

互 网的普遍 用特 是大数据、云 算和移 互

等技 的 展，正深刻地改 着教育的面貌，推 教育向数

字化、网 化和智能化方向 展。从教育 角 “互 网+”，

当看到 一浪潮 来的不 是教育技 的革新，更是 教

育理念、 学模式、教学内容、 行机制的冲 。 

    研究的 践意 和价 。一是通 研究，完成

有 教育 践中“互 网+ 教育”模式的 ，梳

理出符合“互 网+”技 特征和 教育基本 律的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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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二是通 “互 网+ 教育”的 践研究，提出整合建

我国 教育信息化 源的相 建 。三是通 学校、企

“互 网+”的 知和理解，推 践平台和相

准， 学校提供示范模式， 企 提供借 模式， 我国

教育 “互 网+” 代背景提供切 服 。 决策咨

作用， 我国教育 合改革、在更高 次上促 教育公平、

全面提升教育 量助力。 

    研究的理 意 和价 。 用 程教育、 身学

、教学与 程理 、泛在学 等重要教育理 ，提出“互

网+” 代， 教育所面 的理 冲 和理 革。从

教育信息化的 践出 ， 互 网和 教育之 的 合

行理性思考。通 的研究与 ， “互 网+” 教

育的核心，多 度、广 次向外画理 和 践相 合的 ，

探求 教育的 展 律，完善“互 网+” 境下 代 教

育教学的理 体系。     

二、 有研究基  

    1.核心概念 

   本 及的 概念主要有:“互 网＋”、 教育、教

育信息化、混合教育、 程教育、 上教育、 下教育、

身教育、云 算、学 平台、智慧教育、智慧校 、 代学

技 、 量管理与 价等。 其中几个核心概念做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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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互 网+” 

  阿里研究院 布的《“互 网+”研究 告》中 “互 网+”

的定 是：“以互 网 主的一整套信息技 在 、社会生

活各部 的 散、 用 程”1。 研究院 将“互 网+”理

解 ：利用 代信息通 技 ，将互 网及包含 行 在

内的 多行 密 合起来， 一 新的 2。在 2015 

年 7 月国 院印 的《 于 推 “互 网＋”行 的指

意 》中， “互 网+”的解 是“把互 网的 新成果与

社会各 域深度融合，推 技 、效率提升和

革，提升 体 新力和生 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 网

基 施和 新要素的 社会 展新形 。”3 上，

“互 网+”是 体 与互 网深度融合的 形 。利用互

网技 ， 得了 行自我 革和 型升 前所未

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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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 践 ,并能迅速 位需要的一 教 育。

教育的根本性 是从 需求出 ，以 知 、技能、

能力 目 ，使人与 相 合， 助人 成功就 的教育

活 。目前我国 教育包括了学校 教育、企 培

和社会化的 培 ，其中学校 教育包括中等 教

育、高等 教育等主要 次。 

   （3） 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即在网 境的基 上， 教育的

生 用信息技 来 展教育教学活 , 提高教育 量，使

教育更好地 足 代和社会需求的 程。 教育的信息

化 程必然 及到信息技 、 教育本身和 生 工的素

, 它 和管理一起被称 教育信息化 程中的四

大要素。 

   （4）“互 网+ 教育” 

“互 网+ 教育”是 教育与互 网深入融合的教育

形 ，它突破了以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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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政府工作 告中首次制定“互 网+”行

，“互 网+”迅速成 学 研究的重要主 。以“篇名”作

索 、“互 网+”作 索 索 CNKI中国知网的文

献， 果如 1，可以看出相 研究在2015年急 上升: 

 
1  “互 网+”相 研究  

在2015年的文献中，以“主 ”作 索 行 索，

示中国知网上的“互 网+”研究 到68719篇，其中“互 网+

教育”的文献有1289篇，而“互 网+ 教育” 域的只有

266篇，只占“互 网+”相 研究的0.38%。可 在当前炙手

可 的“互 网+” 点研究中， 及 教育方面的研究 很

缺乏，需要我 加大研究的力度。 

“互 网+” 教育 域的文献，都在 探索互 网和

教育的 密 合的新模式。 明朝（2015）提到在“互

网+” 代， 教育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需求更 迫

切，需要 教育 放 学， 抱 ，以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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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教工作者要必 从 ， 建互 网思 模式，

在教学中 用新技 。南旭光（2016） ，“互 网+”并

不是把互 网 地 加到 上，也不是 地 合

在 教育 域，而是要将 代信息技 与相 及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将互 网思 、 理 素 、互 网技

等融 在新 行 的脉 。孔原（2015）在深入剖析互 网

思 企 后得出互 网思 具有用 思 、社会化思 、平

台思 、跨界思 等 ，提出原来以教 、 授 主、

真 代表的 教育三主体模式不 用于当前

的互 网 代，“互 网+”背景下的 教育 以 程 品

主 ，建立“以用 中心”的 教育文化；以 学研 路

径， 建校企 作平台，形成共 互利的 教融合生 圈。    

“互 网+ 教育”的相 文献，我 成熟的

“互 网+ 教育”模式迄今 没有 生，“互 网+”并未

教育 来太多的 性 化。不少研究在理 探索如何

借助互 网技 ，突破 学壁 和 境 束， 掘新的教育

模式，有的介 学校的 践 ，但 的来 ， 方面

的研究很有限，一是研究没有明晰“互 网+” 境下 教育

面 的理 冲 究竟有 些体 ，是否有成熟理 足以支

践的探索。例如有研究提出教育理念更 以人 本，可

是 个理念在20世 初叶的美国早已提出，它并不是互 网

代的特征。二是 从技 用角度 “互 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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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局限于云平台、移 端等互 网 用体系等一般意

上的教育信息化，没有从 角度 行范式的革新。三是缺

乏 “互 网+ 教育”整条价 的系 思考。如 的

教育包含 些模 ，“互 网+” 代 有 些 整， 个

模 之 如何 通 接。四是研究 量偏小，成果

少，特 是缺乏多个教育主体 同参与的研究和 大范 有

系 的 践。 

3.理 与技 基  

   本 研究既 及重要教育理 ，如 程教育、 身学

、教学与 程理 、泛在学 等，又 及 代信息技 、

学 技 的主要技 基 ，如大数据与云 算技 、移 互

技 、 代学 技 、在 学 、大 模 放网 程（慕

）、学 成果 、教育 量 价技 等等。 

4. 践基  

   近年来， 教育 主要在以下方面 展了 践探索。 

   (1) 教育信息化基 能力建  

   提升信息化基 能力，建立和完善 教育信息 源网，

建立教育行政部 、 院校、行 企 和科研机 相互

作的网 化 教育服 体系和 源共享机制。建 泛在、

先 、高效和 用的 教育信息化基 施，提高信息技

装 水平。推 学校管理信息化 用，提高 院校学生

学 、教 伍、 学 、基本建 、条件装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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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等 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提高管理工作效

率。  

    (2) 建 网 化校  

   加 校 网 化配套 建 。普及 生个人学 端，

新数字化的 学 工具、 作交流工具和知 建 工

具。引 广大 生广泛 用信息化手段， 新人才培 模式，

推 信息技 校 、 堂、 教材。促 信息技

与教育 程、内容、方法和 量 价的深度融合，提高教育

教学 量。  

 (3) 建 网 化 及 程 

教育数字化 信息 源。 包括网 程、

虚 真 平台、工作 程模 件、通用主 素材 (包

括行 准 、 目 、教学案例 、考核 、技

能 等)、名 名 音像以及 群落网站等多 形式的

教育数字化信息 源。建 教学 源平台、 子 室、

数字 等 合 源平台。建立健全 教育 源 机

制、 体系和共享模式。建 教育数字化信息 源 、国

家 教育数字化 源 基地。依托示范性 院校和大

型企 ，建 了一批国家示范性 能力培 虚 真

中心。  

 (4)提升 教育者的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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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全国 学校信息技 能力提高 ，提高校

、教 和信息技 人 的信息技 用能力。重点推 全

国 院校信息主管培 ， 所学校重点培 一名主管数字

校 建 的行政 、一名正高 信息技 教 和一名

校 网网 主管。定期 全国 院校教 信息化教学

。  

    必 提及的是，教育部、 政部支持立 的国家

教育 源 建 。2010年，教育部 始 高等 教育

教学 源 建 ，截至2015年底， 源 共立 建 目

77个，覆盖20多个 大 。在加 “ 源”建 的同 ，教

育部 行了“数字校 学 平台”和“数字化学 中心” 个

源共享平台的建 。在 源 的建 中，参与的高

院校 到425所，行 企 584家，平均 个 目有18所院校

和17家企 参与， 源 建 成 推 “校企合作、工学 合”

人才培 模式改革的重要 体。与此同 ， 源 建 信

息化教学的推 作用也十分 著， 源 中各 多媒体 源

多 40多万条， 源 量 到4.70T，建 的 程 到494

，打造了一个跨 空集成的教学 源和教学 境。此外，

源 建 推 了学 型社会的建 ，在 源 的共享平

台上注册的学 已 38万余人。 

三、 研究目 、内容与重点 

 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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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集中国内相 域研究的著名 家或 践方面的

者，站在互 网 代的前沿，系 化、整体化地 互

网信息技 教育理 、内涵、方法、形式 来的革命

化冲 行研究， 于我国 教育如何 深刻的

革提出 体解决方案和建 ，在文献研究、理 研究、 践

研的基 上 提出有 教育教学的 新性理 成

果以及新的学 模式，并指 在部分 院校和 展

点、 。 

主要研究假设： 

（1）存在“互 网＋” 硬 境条件下、基于 代学 技

展成果的新的 教育理 、教学理 、 程理 。 

（2）新的学 模式和教学模式在提高学 与教育的有效

性方面具有明 的 ，并将成 院校教育改革的主要

方向之一。 

（3）政府、学校、企 、学 者 “互 网＋ 教育”

具有 高期待，中 教社及其社 位是一支重要的推

力量。 

2.研究内容 

（1） 研究的 背景和意 ； 

（2）国内外研究 状和技 展 状； 

（3）国内“互 网＋ 教育”的行 向、主要成 及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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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 网＋ 教育”的核心内涵及技 合研究； 

（5）互 网信息技 教育的 程与教学、学 模

式、教 教育、校企合作 生的革命性影 及其理 新； 

（6）“互 网＋ 学校”（智慧学校）、“互 网＋ 教

学”（智慧学 ）模式研究及 点（ ）推广； 

（7）基于“互 网＋”的 教育新理 、新模式、新功

能的 教育智慧学 平台建 建 等。 

3.重点与创新 

（1） 教育信息化的 状与 展  

（2）互 网 代的 放教育 

（3） 教育教 信息化教学能力建  

（4）“互 网＋ 教育”案例研究 

（5） 教育在 程建 的 状和未来 

（6）“互 网＋ 教育” 量保障机制研究等 

四、 研究的方法、 程和 期成果 

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国内学者 “互 网+” 教育已 有了很多相 探索，

国外学者 信息化 代的 教育也有不少研究和 践，通

已有研究成果 行梳理，明 有的研究基 、基本

念、存在 等， 一 深化研究做好 ，以便在前人

研究的基 上提高和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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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 分析法 

我国在 教育体系 展 程中，一定要吸收其他国家

的 ，在世界各国 教育体系的 展基 上， 合中国

的国情，整合 出 合“互 网+” 代的 教育新生 。

通 国 比 研究提 供我国学 和借 的 。 

（3） 家 法 

互 网 域的 家、 教育政策制定者、 教育

施者和科研 家等 行深度 ， 取 于目前互 网

代下 教育体系建 的方向、政策 行情况等 料。 

（4）案例研究法 

在 研究 程中，需要 个 的网 教学平台 行跟

踪 研， 互 网技 面与 教育 合的 程中所面

的 与困 ，并 找解决方案。  

2.研究原则 

理 系 原 。理 系 原 ，是指研究必

持理 与 的 合与 一，用理 分析 ，用

理 ， 用 有的教育理 、 点、方法， 我国当前互

网 代的 行 真研究， ，解决 ，并

从 践中 新的 律与理 ，在更大范 内推广， 一

指 各地“互 网+ 教育”的 践。 

同性原 。所 同，就是指 个或者 个以上

的不同 源或者个体， 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 的 程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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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同研究即在 面，要注意不同部 、不同技

的 同研究，取 短。在整个 研究 面，注意

与子 、子 之 的分工、合作、 同。 

新性原 。在吸收、融合、借 的基 上，并以互

网思 和技 基准，以 教育内容 主体，通 互

网与教育内容的系 化融合，具体化分析 建 合当今“互

网+” 代的教育机制、教学模式， 新 的学 理 ，从

而从理 和 践 个方面探索形成具有 代特色的 教

育新生 。 

效性原 。在 研究中，要以能培 出“互 网+”

代和快速 展的 力市 中所需要的高素 人才

最 目 ，切 我国 代 教育的 展建真言、献良

策， 段性理 成果要以能指 教育 践 核心，不

上 兵，力 通 研究 上教育与 下教育无

接。 

3.研究进度 

   本研究 研究 一年半，期限自2015年12月14日

至2017年4月30日，分 四个 段。 

l 段：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3月31日 

l 研究 段：2016年4月1日至6月15日。宣 ，

成 ， 研、修改 研究方案及相 准 。子

申 、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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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究 施 段： 自2016年4月20日 始，各子

从立 之日起（6月15日左右）。子 要求在

8月底之前完成，并在 案。12月安排 与

子 中期 告会。2017年2月28日前子 提交研究

告。 

l 段：2017年3月至4月 日召 会，

、分 、子 等研究成果 行 。 

4.研究预期成果 

（1） 研究 告； 

（2）分/子 研究 告； 

（3） 研究成果 （正式出版）； 

（4）公 表 文5篇，其中CSSCI不低于3篇； 

（5）推 “互 网＋ 教育”的有 用型政策建 ， 

建 成立中 教育网 大学，撰写建 方案。 

五、 研究管理 

 

1. 小  

  ：王金宝   中 教育社 干事 

副 ：      中 教育社副 干事 

2. 秘  

秘 ：  志芳 中 教育社研究部部  

副秘 ： 大  中 教育社研究部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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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秘 ：袁洪  中 教育社研究部副 研  

董黎明 中 教育社研究部主任科  

莫  中 教育社研究部主任科  

蕊竹 中 教育社研究部干部 

3. 研究 家  

  ： 善学 中 教育社常 理事、首都

易大学党委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研究所所  

副 ：程建   清 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委 会副主

任，博士生 ，教育部信息化 家 成  

家： 

武 群 北京信息 技 学院党委 、院 、教授，

教育部 院校信息化教学指 委 会主任，教育部教育信

息化 家 成  

魏  民 教育部 院校信息化教学指 委 会副主任

委 ；教育部 院校信息化教学指 委 会培 委会

（ ）主任委  

侯小菊  数字化学 技 集成与 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学 分析 室副主任、教育部 院校信息化教学指

委 会副秘  

4.省 教社任  

以分 参与 研究的地方 教社，建 召

省内“互 网＋ 教育” 家 研会，就如何在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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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利用互 网信息技 行咨 ，撰写 述性 研

告。推荐子 研究学校，并 申 、 展研究等工

作。 

5.  

分 和子 普遍采用 自 的模式， 将

予部分重点 以 当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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