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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2.0：颠覆与创新
教育信息化 2.0 带来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

方法，最终致力于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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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末，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出，我国将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教育制度变革的内

生要素，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可以说，教育信息化 2.0 将为未来教育信息化发展做出重要指引。那么，

教育信息化 2.0 与 1.0 有何本质区别？高校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有何重点工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特为本

刊撰文，总结教育信息化 1.0 的阶段性特点，展望教育信息化 2.0 的内涵及其未来发展。

文 / 杨宗凯

教育信息化从 1.0 到 2.0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对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十年发展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构想，

2015 年以前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建设、应用，2016 年

以后为第二阶段，重点是融合、创新。经过前期发展，

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基本度过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

阶段，信息技术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尚未引发教育的深层变革。杜占元副部长在教育大

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立会暨教育大数据应

用研讨会上指出，以“十九大”的召开为标志，教育

信息化从以“教育信息化”为重点的 1.0 时代进入到以

“信息化教育”为重点的 2.0 时代，并且从教育资源、

教师能力、发展动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其中的重要转变。

总体上，2.0 时代的核心目标就是以教育信息化

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提升教育品质，构建新时

代教育的新生态。

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重点关注量变，强调应用驱

动、融合发展。

信息技术的进步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从一定程

度上倒逼教育信息化发展。在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

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逐步受到重视，各地在逐步完善

的硬件设施基础上，打破原有“批量生产”式的流水

线教学模式，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应用，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和共享，初步形成数字资源

服务体系。例如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基础建

设水平，鼓励信息化支持下的教育教学改革，并提供

符合信息化课程标准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在地区和学

校层面，提高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水平，

培养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积极推动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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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建，信息化教育的雏形开始显现。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重点关注质变，注重创新引

领、生态变革。

进入 2.0 时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教学的工具和

手段，而是成为与教育共生的融合的整体。教育信息

化 2.0 不仅改变了物理环境、学习内容等教学形态、

流程、模式上的变化，从更深的层面上改变了教育生

态系统，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从人才培养模式上

看，教育信息化 2.0 借助远程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

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实现

随时、随地、随需学习。从教育系统上看，教育信息

化 2.0 致力于构建面向全社会的新型教育生态，促进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形成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从教育服务功能上看，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优质均

衡和创新发展，为终身学习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从教育管理上看，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

信息系统，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推进基于大数据

的教育决策。总体上就是要推动由“教育信息化”向“信

息化教育”的转型发展，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实现

更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

2.0 时代高校的四大任务

教育信息化关键在于“化”，即技术驱动的教育

综合改革。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信息化 2.0 意味着树

立全新的发展理念，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赋予教育

信息化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培

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第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固

然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但更需具备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协作沟通能力、自主学习与发展能

力等一系列新型特质，人才培养的宗旨应该是能力先

于知识，而不是知识先于能力。因此，2.0 阶段的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点在于全面创设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并通过基于大数据的高度精确

的过程化评价，实现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以实

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突破口，全面推进

研究型教学。比如：在课程设置方面，实施严格规范

的形成性学业成绩评价体系，并突破高校围墙实现开

放式共享；在教学空间方面，推进物理空间、资源空

间、社交空间深度融合，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学情诊断、

学习规划、精准教学等智能化服务。

第二，科学研究范式创新。在 1.0 阶段，基于互

联网的科研文献资源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在我国高校

已经比较普遍，信息化科研管理系统也在很多高校得

到实际应用，信息技术为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并未彻底改变高校科研活动的基本范式。

进入 2.0 阶段，随着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变得越来越普遍，

传统的基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型科研、基于模型归纳的

理论型科研、基于模拟仿真的计算型科研范式将逐步

过渡到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科研中的深度利用将成为常态，

高校科研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第三，学校管理方式创新。进入 2.0 阶段，高校

管理创新的步伐必然大大加快，再造利于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融合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成为高校管理

方式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机构设置方面，高校管理体

系将逐步由传统的科层式组织管理体系过渡到更加扁

平化、更加灵活开放的治理体系。在管理业务方面，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管理业务流程重组将更为普遍，大

量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业务流程将

会取代传统流程，管理效率将会大幅度提升。在决策

支持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将在高校管理中大

量采用，越来越多的管理决策将依赖于“数据说话”。

在师生服务方面，更加灵活、更具个性的服务将会得

以广泛实现，数字校园的建设和利用水平将逐步从“自

动化”向“智能化”发展。

第四，高校育人文化重塑。教育信息化 2.0 的推进，

必将导致高校育人文化的重塑，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将

极大缓解，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良性互动将更加普

遍，互联网、自媒体等平台使师生互动更加频繁、高效，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主的育人文化将逐步弱

化，教学相长、师生共助的文化理念将深入人心。

总之，信息技术不仅为教育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创

新应用可以实现教育治理的“流程再造”。从构建教

育内部的结构和优化外部的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教育

信息化 2.0 带来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颠覆性地

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最终致力于实现教育

的现代化。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教育信息化 2.0 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校“双一流”

建设的水平，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