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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以教育信息化全面带动教育现代化是应对信息时 代 教 育 发 展 挑

战的战略抉择。 世界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相继制定了系列政策规划指引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同

时采取了多项举措推动教育信息化政策目标的具体落实。 本文从组织机构、发展路线、推进策略及评估机制等四个方

面深入分析了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推进路径及其典型特征。 其推进路径是：设施建设—教育应用—变革创新；其

特征是：多方参与政策推进，专门组织提供长期支持，配套激励措施提升政策效能，开展评估促进政策完善。 在此基础

上，立足我国实际，提出了对我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启示：一是 注 重 调 动 多 方 面 力 量 参 与，促 进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的 有

序推进；二是关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倾斜性，强调基础条件的均 衡 发 展；三 是 建 立 数 字 教 育 资 源 的 审 查 与 评 估 机 制，

提升数字资源服务水平；四是重视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的评估，加大对评估标准及工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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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创新及其对教育领

域的不断渗透，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

引擎[1]。 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现了国家发展教育信息化

的总体思路及基本方向，对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具

有宏观规划与导向的作用，是有效开展教育信息化活

动的重要保障。
当前， 教育信息化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各国政府先后从国家层面制定了战略规划明确指引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采取了系列举措推

动教育信息化政策目标的具体落实。 本文从组织机

构、发展路线、推进策略及评估机制方面对部分发达

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推进路径开展研究，一方面有助

于深刻了解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现状及发展

规律，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深入推动我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推进路径分析

（一）教育信息化推进的组织机构

由于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同，各国教育信

息化推进的组织机构也存在一定差异。
美国属于典型的教育分权型国家。 联邦政府负责

教育信息化整体规划和领导，各州和学区承担具体的

教 育 责 任。 教 育 技 术 办 公 室 （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OET）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其 主 要 职 责

是制定全美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行动计划，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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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调查、项目评估等工作[2]；首席信息官办公室负责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确保教育部能为学校、学生及家

庭 提 供 高 水 平 服 务 ； 国 家 教 育 统 计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负责收集、分 析

教育统计数据，为美国教育决策提供全面系统的数据

支 持 [3]。 其 他 非 政 府 组 织 如 国 际 教 育 技 术 协 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NMC）、教

育 管 理 组 织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EMO）及苹果、微软等企业也积极参与美国教育信息

化的整体推进。
韩国、 新加坡的教育信息化整体上施行中央集权

下的层级管理 [4]。 韩国教育信息化组织机构体系主要

由韩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MOE）、韩国教育

研究信息院 （Korea Education &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KERIS）、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政策咨询机

构、学校教育管理部门组成[5]。 教育部（MOE）主要从国

家层面制定政策规划，KERIS 负责国家层面教育信息

化政策的整体推进， 并为省级教育办公室和学校的教

育信息化评价开发评价系统，提供评价方法。地方教育

管理部门在 KERIS 的领导下开展地方层面的政策实

施。 教育政策咨询机构研究商讨教育信息化政策及后

续发展，为 MOE 的决策规划提供支持。 学校教育管理

部门负责学校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实施和监督。 新加坡

教育部整体负责本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 教育技术部

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 该部门建立了专门推进教育信

息化发展规划的项目办公室， 主要指导、 监督新加坡

Masterplan 的制定、实施和管理。 此外，还建立教育技

术学习联盟与媒体设计与学习技术两个子部门， 旨在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和创新。
英国、日本属于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类型的教育管

理体系。 英国教育信息化总体由政府统一运作，学校、
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协作推进。 教育部统一负责全英国

的教育和儿童服务， 英国教育传播和技术署（British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Agency，
BECTA）由教育部支持，专门负责教育领域信息通信

技术的应用，并对学校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实践开展调

研、评估、整合并推广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教学法

律法规[6]。 同时，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具体实施指南，而

最终的实施决策通常由学校自主制定。 2011 年，为节

省政府的开支，英国政府取消对 BECTA 的资助，而该

组织也因此而解散[7]。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Ofsted）[8] 负责制定学校发展水

平评估框架，定期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质量监管。日本

教育信息化主要由国家级、 都道府县级和市级三个层

级机构负责推进。 其中，相关教育立法、教学框架及标

准 制 定 由 文 部 科 学 省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MEXT）负责[9]。
教育政策的执行主要由都道府县、市级政府部门推进。
MEXT 也 支 持 地 方 主 管 部 门 同 国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和地方高校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10]。
总体而言，虽然发达国家教育组织管理类型不尽

相同，但教育信息化政策一般均由国家教育部进行顶

层设计； 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一般由教育部主导、地

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执行，同时注重联合其他

力量如企业协同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评估主体呈现多

元化，一般由教育部统筹安排，同时也积极吸纳第三

方组织如教育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及各类基金会作为

参与主体。
（二）各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线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相继出台各类

政策规划，并在政策引导下采取分阶段、渐进式策略

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但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内容一

般有所侧重，其发展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路线

为应对不同时期教育信息化面临的实际问题，各

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连贯性的战略规划来保障国家教

育信息化的有序推进。 如美国联邦政府从 1996 年开

始，先后颁布了五次战略规划来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 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初步出现，而教育领域技

术应用欠缺的背景下，NETP1996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

和数字资源的开发；在全面发展教育信息化条件初步

具备的情况下，NETP2000 主要涉及提高设备利用率

和教师培训，NETP2005 的关注点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当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

普遍应用的情况下，NETP2010 强调个性化学习模式、
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升，NETP2016 则关注学生认知

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终身学习能力和领导力的培

养。 此外，韩国教育部也从 1996 年开始，每隔五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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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Master Plans on ICT Use
in Education）， 至今共发布了四期发展规划以及一个

智慧教育战略（SMART Education）；日本也先后通过

实施“e-Japan”“u-Japan”和“i-Japan”战略来整体推进

本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
从整体来讲，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发展路线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2000）：信息基础设施的全面建

设。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教育网络及校园网的

初步覆盖，数字资源服务体系的初步形成。 1993 年 9
月 ， 美 国 提 出 “ 国 家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 [11]战 略，旨 在 以 因 特 网

为雏形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1994 年，日本政府

启动百校联网工程，旨在推动学校的网络基础环境建

设。 1996 年，韩国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建立教

育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EDUNET）， 以期为全国师生开展数字化学习提供网

络及教育资源的支持。 1998 年，英国政府专门资助国

家学习网（National Grid for Learning，NGfL）[12]建设，旨

在为全国中小学教师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资源和

教学指导。
第二阶段（2001—2010）：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

用推进。 在此阶段，数字教育资源得到广泛共享，信息

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得到普遍应用。 2001 年 4 月，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MIT）对外实施开放课件（Open Course
Ware，OCW）项目[13],旨在为世界教师、学生、自学者提

供免费的开放教育资源平台，支持教育资源在教学中

的应用。 2002 年，韩国教育部建立了国家教育信息系

统（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NEIS） [14],并
让地方教育部门及所有学校通过因特网接入，旨在为

师生及公民提供方便、 优质的教育管理服务。 2005
年 ， 新 加 坡 实 施 信 息 技 术 示 范 学 校 （LEAD
ICT@Schools）项目 [15]，该项目选取 15%的学校作为试

点，鼓励其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形成典型的信息

技术教学应用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
第三阶段（2011—至今）：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

变革创新。 在此阶段，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紧密融合

成为发展主题，学生面向未来的素养培养得到高度重

视。 自 2011 年起，英国教育信息化重视发展“数字化

自信体系”， 该体系注重为学生提供随时随地可获取

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帮助学生建立高阶技能，使所有

学生都能提高学习收益。 2013 年，美国白宫发布“连

接教育（ConnectED）”计划，该计划将打造一个适合数

字化学习的强大的生态系统，使美国教育五年内向数

字化学习过渡。 2010 年，日本实施了未来校园项目，
旨在 2020 年前完成 全 国 范 围 电 子 图 书 的 普 及 与 应

用。 2016 年，日本制定了《教育信息化加速化计划》，
该规划提出要建设“智慧学校”，并重新定义下一代国

民所需要的信息应用能力[16]。
（三）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策略

1. 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

教育信息基础设施是支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先

决条件。 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过程中，发达

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和推进路径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在普及推广方面，一般采取政府主导投资，多主体共

同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 美国政府对信息基础设

施的建设十分重视， 据美国白宫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 美国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

投入呈现持续增长，2015 年仅用于购买高速网络和

个人 ICT 设备的投入资金达到 47 亿美元。 在英国，对

ICT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资 建 设 是 政 府 关 注 的 主 要 内 容，
2016 年 1 月，教育大臣 Nicky Morgan 宣布，英国政府

将投入 13 亿英镑改善当前的网络基础设施， 旨在为

所有学生提供随时随地的网络学习环境。 同时，由于

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单依靠政府力量不足以完成

这一宏大工程，因此也注重通过政策导向调动多方力

量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典型方式有两种：一是企

业介入，如韩国政府通过与企业建立“教育常设供应

商”协议，而这一协议使学校能以最优惠的价格采购

最新的 ICT 设备。二是自带设备（BYOD），美国中小学

近两年兴起基于 BYOD 的教育模式，鼓励师生使用个

人信息设备，实现教学交互。 第二，在均衡发展方面，
为照顾落后地区，缩小区域差距，出台相关政策及计

划 对 弱 势 群 体 给 以 特 别 关 注 。 教 育 折 扣 项 目

（Education Rate，E-rate） 是 由 美 国 联 邦 通 信 委 员 会

（FCC）为缩小数字鸿沟而启动的国家项目，旨在对中

小学和公共图书馆获取电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给予

20%至 90%不等的联邦补助，同时 E-rate 还帮助低收

入、少数民族和农村学生获得与他们同龄人相同的互

联网接入机会 [17]。 2016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启动了

“全民联网（Connect ALL）“的宽带普及计划，计划每

个月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 9.25 美元上网补贴。 [18]韩国

政府实施了中小学师生计算机教室的普及计划，优先

考虑对农村、渔村及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普及 [19]。 第

三，在促进有效应用方面，通过提升教师信息化操作

能力的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益。 新加坡在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重视对教师培训与教学应用

的协同推进，在全面建设数字化环境前 5 年，大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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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师能力培训，并将培训作为教师资格认证的重要

标准[20]。 2007 年 3 月，新西兰发布了关于学校网络设

备的评估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

的融合不能仅依靠 ICT 基础设施的提供，而教师应用

信息技术改变教学实践的能力十分重要[21]。
2.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从建设、应用到评价的数

字教育资源服务与运作机制。第一，在建设方面，各国

多提倡校企合作，共同推动资源的建设。 美国高校数

字资源采取教师设计资源、媒体公司负责开发资源的

分工模式， 这种分工协作的模式大大提高了经济效

益。 韩国的数字教育软件如网络学习教材、科学虚拟

实验室等主要由学校和商业机构共同开发。新加坡鼓

励软件企业提供与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服务，如根据

学校的需求定做教育软件、提供售后技术支持等。 第

二，在应用方面，通过改善教育信息化系统中的其他

要素来实现数字教育资源价值的最大化。资源建设的

最终目标是为人所用， 只有通过应用培训提升教师

使用资源的能力， 才能促进优质资源在教学中的广

泛应用，最终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1997 年，英国

政府成立了“虚拟教师中心”（Virtual Teacher Center，
VTC）网站，该网站为教师提供了大量在线资源，并对

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技能、知识、理念方面的全员

培训[22]。 美国教育资源门户（GEM）为教师提供专门针

对某个软件、资源的培训，以此来鼓励他们充分利用

数字教育资源帮助教学 [23]。 此外，还通过为教师设置

奖项，鼓励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数字资源。 如为促进教

师应用数字教育资源，英国政府专门设立“教育培训

与技术展奖”。第三，在评价方面，各国鼓励多方参与，
资源评价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Connexions 是

美国典型的开放资源项目， 该平台采用资源用户、权

威专家、平台管理员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对数字教育

资源作出评价[24]。 为进一步促进数字教育资源质量的

提升，英国政府通过建立专门网站，鼓励教师与家长

对资源提出改进意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通

过每年定期拨款给第三方评价机构———教育资源收

购财团（Educational Resource Acquisition Consortium，
ERAC），由该组织统一为所有中小学提供纸质、软件

及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采集、许可、评估等系列服务，而

得到 ERAC 评估认可标准的资源在该学区内广泛使

用，不需要重新评估[25]。
3.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信息化推进工

作的核心。 发达国家推进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教学层面，各国利用新兴技术变

革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式，最终实现教育教学创新

实践的模式化。 在美国以问题为导向的 PBL 教学，探

究学习、讨论学习、合作学习等教与学新方法层出不

穷， 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新型教学模式全面普及，据

权威调查，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及管理者表示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其所在学校发挥重要作用[26]。 信息

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是英国教育信息化应用的重要

领域，2012 年， 英国政府宣布教育信息化新政策，聚

焦如何利用 ICT 技术来促进学习与教学，利用信息技

术打破课堂、学科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工

具和资源，开展移动学习、泛在学习模式将是未来技

术与教学融合的特征之一[27]。 芬兰于 2016 年 11 月开

始正式改革，中小学传统的学校分科制课程教学体系

开始松动，中小学生不必再上单独的数学课、物理课、
化学课等，教师直接采用以跨学科的、贴近现实主题

导向的“现象教学法”开展教学。 第二，在管理层面，先

进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变革管理模式， 重组业务流程，
促进教育管理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2002 年，韩国

政府开始启动 NEIS， 旨在为全国教育管理部门和各

级各类学校提供综合性教育管理服务，该系统通过建

立完整的数字化的工作流程，实现学校事务的一站式

服务。 2011 年，英国政府宣布启动云计划，改变以往

由个人电脑存储数据和程序的方式，所有数据如基础

设施、服务平台、应用程序等都可在云上获得、运维及

管理，大大提升了政府管理效率[28]。2012 年，美国教育

部发布 《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改进教与学》
草案，积极推进教育大数据应用。 对教育大数据的全

面收集、准确分析、合理利用，已成为美国教育管理改

革创新的重要驱动力[29]。
4.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的专

业能力，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断提升是教育信

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为促进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提升， 发达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标准、培训、考核和认证”一体化的服务机制。 第一，
在标准研制方面， 美国 ISTE 制定了两个不同版本的

教师 ICT 能力评价标准， 用以评估教师的 ICT 能力。
联合国的教师 ICT 应用能力标准框架对推动世界各

国教师 ICT 应用能力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

用。 韩国、新加坡并没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取而代之的

是教师能力发展指导方针[30]。 第二，在能力培训方面，
发达国家通常以计划与项目的方式推进。 1997 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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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启动“技术素养挑战基金”计划（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 Fund，TLCF）， 以期提升教师和学生在课堂

中的技术素养[31]。 1999 年，为了对职前教师进行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美国教育部专门实施了“未来

教 师 运 用 技 术 预 备 计 划 ” （Preparing Tomorrow’s
Teacher to Use Technology）[32]。为促进教师在教学中有

效应用信息技术， 新加坡实施了信息技术导师项目

（The ICT Mentor Programme）[33]。 第三，在考核和认证

方面，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常作为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的聘用、选拔与晋升的一项基础条件。 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将教师通过基本的计算机水平考试作为教

师获得资格认证的前提条件。 日本政府对教师的信息

化操作能力非常重视， 从 2000 年开始， 为教师提供

“信息设备”操作的培训课程，并将该门课程的培训得

分计为认证分数的范畴 [34]。 此外，还采用奖励措施来

促进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 如韩国政府为所有在职教

师提供为期 30 天的数字化资源与课程开发培训，并

为表现优秀的教师提供奖励。
（四）教育信息化的评估机制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评估是其中

的重要环节。 通过评估，可以具体衡量各项政策的优

劣和实施效果，发掘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

下一阶段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发达国家教育信

息化的评估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层面，各国十分重视教育信息化推

进工作的评估，并从国家层面设计教育信息化评估的

思路与框架。 美国教育技术论坛（Forum o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EO） 提出的学校技术就绪程度量表

（School Technology and Readiness，STaR）用于测量学

校的技术和应用水平， 该量表从硬件与网络连接、数

字化资源、学生成就与考核等四个要素来对学校技术

整合程度进行定级，而评估结果作为学校申请相关教

育信息化经费及经费使用的重要依据[35]。 2006 年，英

国 BECTA 颁 布 了 学 校 信 息 化 自 我 评 估 体 系 （The
Self-Review Framework，SRF）， 该体系从领导力与管

理、发展规划、学习能力等六个要素帮助学校根据信

息化发展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韩国定期发布教育信息

化白皮书（White Paper on ICT in Education），其中专

门探讨了各类教育信息化政策及其对应的产出绩效，
为下一年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36]。

第二，在实践操作层面，通过组建评估机构、制定

评估标准、实施信息化评估项目来开展教育信息化评

估工作。 教育信息化评估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发达国家通过专业组织负责教育信息化评估的顶层

设计和协调推进。 美国 ISTE 是一个促进教育技术学

科的非营利性组织，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标准， 为学

生、教师、管理者及计算机科学工作者在应用信息技

术解决问题过程中提供评定依据[37]。 韩国将评估责任

落实到专门的机构。 专门成立了业务部门、 主持部

门、 自评委员会三个机构来为省级教育办公室和学

校提供评估支持， 并将评估结果反馈到政策的研制

中。 英国 Ofsted 主要制定反映学生成就的教育质量

标准如学生学业质量标准、教师专业标准、国家课程

质量标准等。 [38]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涉及方方面面，
各国通常针对不同评价对象以及教育信息化的构成

要素研制不同类别的评估标准。 新加坡教育部制定

了学生信息技术能力标准 （Baseline ICT Standards），
该套标准针对基础教育各个阶段学生应该掌握的各

项信息技术能力提出了详细的规定[39]。 为有效评估使

用信息技术支持教与学的行为表现， 美国 ISTE 开发

了不同对象的标准作为评估的绩效指标， 如面向教

师的标准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Teachers, NETS·T）、 面 向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的 标 准

（NETS·A）及面向计算机科学教育者的标准（NETS·
CSE）[40]等。 日本 MEXT 颁布了《公立学校的 ICT 基础

设施建设评价标准》，旨在为全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信

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具体的评估依据。 发达国家

通过开展具体计划及项目的方式来推动教育信息化

评估工作的有序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

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通过开展教育绩效标杆试点

工 程（SABER），从“政 治 承 诺”“学 校 参 与”“基 础 设

施”“教师发展”等要素来评估学校的教育绩效 [41]。 加

拿 大 实 施 了 泛 加 拿 大 教 育 评 估 指 标 项 目 （Pan-
Canadian Education Indicators Program，PCEIP）， 而教

育信息化评估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从生

机比、连接网络比率、学生使用互联网开展学习活动

情况等方面来评估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水平 [38]。 美国北

中 地 区 教 育 实 验 室 NCREL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 Laboratory）开发的 enGauge 评估框架从愿

景、有效的教学实践、教师教育技术效能、信息公平、
技术的连接、 系统及其领导力六个方面对学校教育

信息化效益进行评估， 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中

的有效应用。

三、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

推进路径的典型特征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组织机构、发展

路线、推进策略及评估机制，可发现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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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

推进过程

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过程中， 发达国家注重

调动多方力量共同推进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落实。 如在

政策制定环节，美国 OET 在颁布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之

前，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和博客广泛征求意见，让教育

研究机构、学生、家长、管理者、技术专家等均有机会参

与到国家战略制定中。在政策实施环节，各国鼓励多方

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企业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为学

校提供优惠的 ICT 设备，而学生、教师等通过自带设备

方式参与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教育信息化评估环

节，韩国 KERIS 通过国家教育信息系统（NEIS）、教育

信息服务系统（EDUNET）和网络家庭学习系统（Cyber
Home Learning System, CHLS），收集、分析学校和师生

的数据，教师、学生、家长均以不同角色参与其中。
（二）成立专门组织为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提供长

期支持

为促使教育信息化工作推进能得到长期的支持，
各国大多成立了专门组织机构负责教育信息化各项

任务的推进。 美国 ISTE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专门为

学生、教师、管理者等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行为

表现提供评价标准[42]。韩国 KERIS 负责教育信息化政

策整体推进，并成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教育信息化评

价工作。 新加坡教育技术部负责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

定、实施与监管，此外，还专门成立教育技术学习联盟

和媒体设计与学习技术两个子部门，负责相关政策的

具体落实。 Ofsted 是英国政府设立的一个非政府序列

的部门，该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定期对全国公立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进行监管与评估。
（三）配套激励措施进一步提升教育信息化工作

的执行效能

当某一政策领域存在不确定因素时，采用激励措

施可大幅提升政策的执行效能[43]。 发达国家在教育信

息化推进过程中注重采用激励机制促进教育信息化

的有效开展。 如在数字教育资源的应用方面，英国通

过设立“英国教育培训与技术展奖”来鼓励教师应用

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在基础设施的普及方

面，韩国教育部通过为企业直接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

或通过某些贷款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企业力量的参与。
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方面，英国政府设立“下一代学

习奖”鼓励广大教师应用 ICT 开展教学[44]。
（四）重视教育信息化评价工作促进教育信息化

政策的完善

评估是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教

育信息化评估可衡量具体工作的实施成效，同时也能

充分暴露相关政策的不完备、不周密之处，借此作为

下一阶段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

育信息化评估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评估机制。 一

方面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思路与框

架， 如美国提出的 STaR 评估量表、 英国颁布的 SRF
自我评估体系，都对教育信息化评价领域产生了重要

影响；另一方面，从实践操作层面，通过设立具体的组

织机构、制定专门的评估标准、开展多类型的计划与

项目来驱动教育信息化评估工作的具体落实。 如美国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 ISTE 开 发 了 不 同 对 象 的 评 估 标

准，旨在促进教育工作者恰当应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

与管理， 加拿大通过开展教育评估指标项目（PCEIP）
来推动开展学校应用信息技术的效益评估。

四、对我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启示

（一）注重调动多方面力量参与，促进教育信息化

政策的有序推进

政策的有序推进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 美

国学者艾利森认为， 在政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90%
取决于政策的有序推进， 而政策的制定仅占 10%[45]。
教育信息化政策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性

文件，在制定、实施、评估环节应充分考虑政府、教育

机构、社会团体、教师及学生等的参与度，让相关政策

充分体现大众意志，提高政策的适应性，促进政策的

有序推进。 如美国政府在制定 E-rate 政策时，成立了

专门的机构对政策进行规划，向经济、教育、文化组织

及机构广泛征求建议，并采纳其中的有用建议。
当前，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定主要

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 研究学者与专家也参与政策

制定并提供建议。然而，在广大师生普遍应用信息技术

的情况下，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未能充分反映一线

教师和学生的内在需求。 为促进教育信息化政策法规

的认可接受、掌握应用，应鼓励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

共同参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与决策， 应为教育行

政部门与广大一线师生提供充分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平

台，在充分沟通中实现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上下联动，在

上下联动中提升政策品质、达成理解与认可，优化政策

推进环境，促进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有序推进。
（二）关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倾斜性，强调基础条

件的均衡发展

发达国家在推进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一方面注重

教育信息化的普及推广，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也予以

重点关注。 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0 年，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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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的发展和使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部门颁

布 了 宽 带 技 术 机 会 计 划 （Broadb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BTOP）， 对未得到宽带服务地

区给予了特别照顾[46]。 为保证基础设施在财政建设方

面的投入均衡，韩国教育部根据区域类别制定了详细

的基础设施费用标准和补贴原则。
经过“十二五”的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基础 设 施

建设整体水平已得到较大改善， 但地区之间存在严

重的不均衡现象。 东部地区及城市地区信息基础设

施丰富， 而西部地区及偏远农村则比较匮乏， 截至

2016 年底，农村学校还有超过 20%未接入网络(数据

来源: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中国教育信

息化发展报告（2016）)。 因此，在信息基础设施的普

及过程中，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典范，在政策层

面进行统筹规划， 采取政策导向和资金补贴方式对

偏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给以特别关注。 此外，将教

育信息基础设施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

常规性、必备性内容，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区域发

展平衡。
（三）建立数字教育资源的审查与评估机制，提升

数字资源服务水平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47]。 发达国家重视数字

教育资源体系建设，经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从建设、
应用到评价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一体化运作机制。 同

时，为保障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各国通过鼓励

学生、教师、平台管理员、第三方组织等众多力量参与

教育资源的评价。
目前， 我国通过发展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并推动地方、企业、学校的资源服务平台协调发

展，在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

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整体服务水平上仍显不足，突

出问题是低质资源供给过剩， 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从

而导致资源结构性短缺 [48]。 因此，为提升数字教育资

源的服务能力， 进一步促进数字资源的共享与应用，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鼓励多方力量参与，通

过建立严格的数字教育资源审查与评估机制提高门

槛，加快淘汰更新，实现资源供给端的质量与创新性

的大幅提升。
（四）重视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的评估，加大对评

估标准、工具的研究

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估，一方面可检验具体政策的

执行效果，另一方面也为下一阶段政策的制定及调整

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教育信息化

的评估工作，一方面从顶层设计方面提出开展评价的

框架与思路， 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层面对组织建设、
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方面作出详细规划，为推进评估

工作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目前，我国对教育信息化的评估工作重视程度还

有待提升，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虽然关于教育信息化

评估的内容在相关政策中都曾提及，但未形成宏观通

用、 科学合理的教育信息化评估标准和评估工具 [49]。
因此， 为有效衡量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的实施成效，
应重视对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评估，通过成立专门的组

织机构、颁布可操作的评估标准和工具，系统分析教

育信息化的收益与成本，论证教育信息化政策设计的

科学性和实施过程的有效性。

五、总 结

“十二五”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信息化在深度

应用、融合创新方面仍存在差距。 世界发达国家在推

进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与

机制。 因此，我国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基

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应对扩大政策推进主体、实现基

础条件均衡发展、提升优质资源服务水平以及开展教

育信息化评估方面给以重点关注，从而推动我国教育

信息化更加快速、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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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challeng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 driv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through ICT in educatio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 education. They have set out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promote the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olic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policies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their typical features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four aspect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al route, advancing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Its
forward path i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education application -change and innov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are: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advance,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s for providing long-term support,
supporting incentives for improv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assessment for policy improvement.Then,
based on the rea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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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ategie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ANG Guohua
(College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contributory factors and their path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College students with blended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chosen as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hypothesis model
that influences learners' knowledge sharing, and carries out the model verific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arners' subjective norms, behavioral attitude,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rospective earnings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and technical tools and knowledge attributes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the control of perceptual behavior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including
instructing students to keep good collective relationship, establishing knowledge sharing incentive
mechanism,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helping students to use technical tools rationally.

[Keywords] Knowledge Sharing; Blended Learn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知识共享的意向。 然而，不少研

究显示， 完善的信息技术系统应用并没有改变个人

进行知识共享的意愿， 信息技术工具是进行知识共

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在相关机制策略与信息技

术工具合理搭配应用的状况下， 其价值才能实现最

大化。 [6]

education in China. Firstly, we should focus on the mobilization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policies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their typical features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four aspect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al route, advancing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n,
based on the rea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
education in China. Firstly, we should focus on the mobilization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advance of the policy of ICT in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focus on the inclination of the policy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emphasiz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asic conditions. Thirdly,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service level of digital resources
should be improved. Fourthl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increase the research on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ools.

[Keywords] ICT in Education; Policy; Forwar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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