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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赋能新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构建：

从资源平台向智慧云校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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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新基建遇上双减政策袁教育公共服务如何满足适需尧优质尧个性的需求成为重要命题遥在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资源平台向智慧云校演化成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遥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袁从保障机制尧

学习资源和支持服务三大维度对美国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十所虚拟学校进行调研与分析袁总结了国际虚拟学校

的建设经验遥 基于此袁以新基建所能提供的技术环境为底座袁研究依托现有公共服务体系的资源服务体系化升级方向袁

提出了智慧云校的概念模型袁并给出了智慧云校追求野公益性尧正规化尧规范化尧常态化尧智能化冶五大特征的实践建议遥

[关键词] 新基建曰 数字教育资源曰 虚拟学校曰 智慧云校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祝智庭渊1949要冤袁男袁浙江衢州人遥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系统架构与技术标准尧智慧教育与教育

人工智能尧信息化促进教学变革与创新尧面向信息化的教师能力发展尧技术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遥 E-mail院ztzhu@dec.ecnu.edu.

cn遥 闫寒冰为通讯作者袁E-mail院hbyan@dec.ecnu.edu.cn遥

DOI:10.13811/j.cnki.eer.2021.10.005 教 育 新 基 建

基金项目院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野信息化促进新时代基础教育公平的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18ZDA335冤

一尧问题的提出

2021年 7月初袁教育部在叶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曳中

提出袁建设野互联网+教育冶大平台袁为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供数字底座袁鼓励依托数字教育资源推动公共服务

体系改革与创新[1]遥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袁我

国自 2010年起开始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2]袁经

过十年发展袁已形成以野国家要省市冶为生态链的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体系袁拥有海量优质的数字教育资

源袁不但在常态教学中保障了教育资源均衡袁还在疫

情期间为支撑在线教育实践发挥了战略作用[3]遥

然而袁 海量资源的作用效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遥一方面袁面对疫情后的常态信息化教学需求袁承载

海量资源的平台因缺乏体系服务的支撑而作用受限遥

另一方面袁在野双减冶背景下袁仅靠资源平台也难以满

足人民对适需尧优质尧个性的教育资源的热切期待遥从

单一的资源提供转变为体系化教育服务袁已成为推进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同时袁5G尧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持的教育新基建为在

线体系化教育服务提供了新动能遥

基于这样的背景袁本研究用野智慧云校冶意指具有

智能化尧体系化服务能力的虚拟学校袁用以指代对已有

虚拟学校尧 在线学校尧 网络学校等在智能化上的新追

求遥 野智慧云校冶与当前大力建设的智慧校园野硬基建冶

不同袁是教育野软基建冶的升级演化遥近年来我国尚未有

面向公共服务的智慧云校本土研究与实践遥 少数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始探索虚拟学校的课程服务供给

模式袁如北京数字学校尧上海微校等遥 以野浙江学习网冶

为例袁它提供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全科课程学习资源袁但

面向学习全流程的资源样态与学习支持比较匮乏[4]遥

为了深入探讨科学建设智慧云校的问题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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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以国外虚拟学校的案例研究作为切入口遥国外具

有较久的虚拟学校发展历史袁 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于

1996年和 1997年创办了第一所州立虚拟学校[5-6]遥 其

中袁美国虚拟学校发展世界领先袁至今全美共有 9000

余所虚拟学校袁州立虚拟学校 124所[7]遥国外成功的公

办虚拟学校是如何建设和服务的袁对我国智慧云校建

设有哪些启示袁利用教育新基建的数字底座可以构建

一个怎样的智慧云校钥 为解决这些问题袁本研究通过

选取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公办虚拟学校进行深入分

析袁旨在构建符合我国基础教育需求的智慧云校概念

模型袁探寻实践路向袁为建设野互联网+教育冶大平台提

供参考遥

二尧研究基础

渊一冤我国资源平台未能满足高质量在线教育需求

资源平台一直是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建

设的载体遥 野十二五冶以来袁我国 32个省份开通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并联通了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枢

纽[8]袁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袁为基

础教育提供了资源支撑遥研究者长期关注数字教育资

源的建设和服务袁从政策视野[9]和现实发展[10]方面为

资源服务能力提升探索新路径遥 自 2020年疫情期间

在线教育大规模实践以来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通

过空中课堂等方式袁为中小学师生开展线上教学提供

了基础支撑遥 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为典型代表袁

自 2020年 2月 17日开通运行袁稳定支持全国 1.8亿

中小学生在疫情期间正常上学[11]遥 目前袁该平台已形

成覆盖各学段尧各学科的在线学习资源遥 然而进入疫

情常态化防控后袁师生返回线下课堂袁国家及各地资

源平台访问量断崖式下降袁疫情期间产生的大量资源

面临新数字废墟的风险遥 事实上袁师生对优质在线教

育资源的需求不减反增院一方面袁我国将在较长一段

时期面临疫情局部偶发的形势袁师生不但需要能够常

态化使用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应对临时停课和居家学

习的挑战[12]袁还需要优质多样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工具

满足课堂信息化教学需求曰另一方面袁在野双减政策冶

之下袁急需优质的新型教育公共服务消弭学生和家长

对校外培训等营利性资源的长期依赖和教育焦虑遥

审视当前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与教育主体需求的

差距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院渊1冤资源平台体系化有

待升级遥 叶第 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显

示袁当前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42亿[13]遥 庞大用

户与海量资源之间需要体系化的野互联网+教育冶大平

台作为桥梁袁教育新基建为原有资源平台的升级演化

提供了可能性[14]遥 渊2冤资源内容适需性有待增强遥疫情

期间在线教育实践表明袁相比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优

质课例尧示范微课等特色资源[15]袁持续性尧同步调尧常

态化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学习支持更符合学生需求袁却

存在极大缺口遥陈明选等人将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分为

四类袁其中网校型平台囊括了资源尧工具和辅导等综

合服务[16]遥 这类平台已有受用户青睐的在线教育企业

代表袁但公共服务平台的存在感较弱袁公共服务平台

向网校转型具有用户基础遥 渊3冤资源服务质量有待提

升遥 疫情期间袁中央电教馆面向 125万师生开展的数

字教育资源调查显示袁当前数字资源存在内容科学性

难以确定尧资源获取引导方式不清晰尧资源个性化智

能推荐不足等服务问题[17]遥 另一项调查也表明袁相比

营利性企业资源袁区域公共资源在师生选择优先级中

仅位列第六袁公共服务质量未能满足用户期待遥 在需

求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袁当前资源平台有必要向具备

优质服务能力的智慧云校演化遥

渊二冤国际虚拟学校研究与实践可供智慧云校建

设借鉴

在国际范围内袁 由政府创办的虚拟学校尚未具备

较高的智能服务能力袁 但部分国家开展的虚拟学校研

究与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云校建设提供借鉴遥 美国尧

加拿大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解决 K12教育公平问题[18]袁

帮助受险峻地势尧恶劣天气尧特殊群体等因素影响而

不能到校上学的学生正常接受教育袁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探索虚拟学校建设[19]遥 此外袁政府在虚拟

学校运行上提供了系列保障措施和稳定资金支持[20]遥

在内涵界定上袁公立虚拟学校是由州立法尧州政府拨

款资助尧 州教育部门建设和管理的公益性学习机构袁

旨在为全州 K12学生提供在线学习机会[21]遥在用户规

模上袁全美共有 23个州创办了州立虚拟学校袁为超过

42万名学生提供在线学习服务袁学生课程注册量近一

百万次[22]遥 在服务形式上袁州立虚拟学校包括完全虚拟

和非完全虚拟两种方式袁 前者提供全日制完全在线学

习服务袁后者提供补充课程的混合学习服务袁大部分虚

拟学校兼顾两种服务方式[20]遥 在条件保障上袁虚拟学校

主要由网络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袁 政府通过配备笔记本

电脑尧 移动终端和网络提速降费等措施保障学校和师

生顺利连接平台和获取资源[18]遥 学习资源和支持服务

是衡量学校质量的关键遥 虚拟学校在提供在线课程基

础上袁不断丰富服务形式与内容以满足学校和师生的

需求袁包括提供学校技术支持尧教师培训资源尧家庭教

育课程尧大学先修课程等袁扮演着既能补充课堂教学袁

又能独立提供在线学习服务的重要角色[2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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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例 所在州 成立年份渊年冤 服务年级 学生数量渊名冤 教师数量渊名冤

C1 Florida Virtual School
美国

佛罗里达州
1997 K-12 206038 要要要

C2 North Carolina Virtual Public School
美国

北卡罗莱州
2007 6-12 36454 733

C3 Michigan Virtual Learning Research Institute
美国

密歇根州
1998 6-12 15152 192

C4 Montana Digital Academy
美国

蒙大拿州
2010 6-12 4610 要要要

C5 Vista Virtual School
加拿大

安大略省
2010 7-12 9000 107

C6 Ontario Virtual School
加拿大

艾伯特省
1996 K-12 10500 38

C7 Abbotsford Virtual School
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006 K-12 要要要 30

C8 Virtual School Victoria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1909

渊函授转型冤
K-12 4588 254

C9 Aurora College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2015 5-12 480 要要要

C10 School of Isolated and Distance Education 澳大利亚
1918

渊函授转型冤
K-12 2043 150

本研究将基于国际虚拟学校典型案例袁 挖掘虚拟

学校在保障机制尧 学习资源和支持服务等方面的建设

特色袁进一步分析虚拟学校优秀经验袁探寻教育新基建

背景下的智慧云校的概念模型尧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向遥

三尧研究设计与实施过程

渊一冤研究思路

本研究依据野框架构建要案例调研要经验启示要

模型设计要建议提出冶的思路开展设计与实践遥首先袁

以虚拟学校的野保障机制尧学习资源尧支持服务冶 三大

维度为基础构建案例分析框架曰其次袁选取国际上具

有代表性的公办虚拟学校作为分析对象袁对所选案例

收集文献材料和体验官方平台进行深度分析袁在案例

分析基础上归纳国际虚拟学校建设的经验启示曰最

后袁设计智慧云校概念模型并提出指向价值追求的实

践建议遥

渊二冤案例选取

本研究选取美国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等三个国家

的虚拟学校典型案例进行结构化分析袁案例选取要求

如下院渊1冤属于公立性质的虚拟学校曰渊2冤能正常访问

并提供在线学习服务曰渊3冤主要面向 K-12阶段遥 根据

上述筛选条件对美尧加尧澳三国公立虚拟学校进行初

步检索袁 筛选符合要求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虚拟学

校袁在教育技术专家小组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袁本研究

最 终 选 取 了 Florida Virtual School尧Vista Virtual

School 尧Virtual School Victoria等 10所虚拟学校作为

案例分析对象袁各案例基本信息见表 1遥

渊三冤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虚拟学校的野保障机制尧学习资源和支

持服务冶作为一级维度构建调研分析框架遥其中袁保障

机制包括服务模式尧学习周期尧学分认证尧质量评估袁

学习资源包括覆盖学科尧资源类型尧资源推荐尧师资配

备尧师资来源袁支持服务包括学习方式尧学习支持尧学

习激励尧学习评价袁具体内容见表 2遥

四尧国外虚拟学校调研现状

本研究在 2021年 8月至 9月袁采用网络调查法对

所选案例进行文献收集和平台调研遥首先袁研究者通过

注册尧 登录所选的 10个虚拟学校平台采集基本信息曰

对于平台未能提供的信息袁 则通过检索与该校相关的

学术论文尧研究报告等袁进一步获取更加详细的数据遥

其次袁两名研究者背对背分别对 10个平台进行深度体

验袁根据分析框架进行判断和编码遥 最后袁为保证编码

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袁对两份分析编码表进行对比尧讨论

表 1 虚拟学校案例基本信息

注院数据源于各虚拟学校官网袁部分数据不祥袁以野要要要冶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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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审查袁最终确定案例分析编码结果袁见表 3遥

渊一冤虚拟学校保障机制完备并体现规范化

国际上公立虚拟学校是由政府创办或认证的正

规教育机构袁在服务模式尧学习周期尧学分认证和质量

评估等方面较为统一袁 有利于教育管理部门规范化

统筹和管理遥 在服务模式上袁各州能够获得来自政府

拨款尧社会捐赠等渠道的经费支持袁从而向课程供应

商购买资源和服务袁 提供给所在州的基础教育学习

者遥 政府通常为本州农村偏远地区生源提供免费服

务袁此外还为他们提供了数字设备支持[19]曰而经济水

平较好地区生源或是高年级学习者则按政府补贴后

的较低价格购买课程遥同时袁为了促进资源共享袁其他

州可以申请通过学区付费购买的形式共享优质课程遥

在学习周期上袁 为保障在线学习嵌入日常学校教育

中袁大部分州立虚拟学校按照学年进行春季和秋季招

生袁制定校历统一保障教学进度袁安排课程教学标准

下的期中和期末考试遥 在学分认证上袁各虚拟学校差

异较大袁部分学校针对核心课程提供学分记录和兑换

服务袁针对自愿选修的拓展课程颁发证书遥 在质量评

估上袁教育管理部门明确资源和服务的付费条件是既

需要符合当地课程标准规范等前置评估袁还要通过学

习者的使用体验和学习效果等后置验收袁形成质量监

管闭环遥这些较为成熟完善的保障机制使得美尧加尧澳

等国家的虚拟学校形成了规范化发展模式袁具有较强

生命力遥

渊二冤学习资源呈现多样态以满足个体需求

国外虚拟学校着重提供面向 K-12 教育阶段的

课程学习资源袁服务居家上学的全日制在线学习者和

学校上学的混合学习者遥 在学科资源上袁虚拟学校以

提供 K12核心学科课程为主袁如数学尧科学尧世界语言

等曰部分学校提供面向 STEM教育的综合素养课和面

向大学的先修课程[24]曰家校协同共育对在线教学效果

保障非常重要[25]遥 少数学校推出了服务家长的家庭教

育系列微课袁构建家校沟通的在线社区遥 在资源呈现

上袁虚拟学校通常将录播视频与演示材料按照教学环

节进行编排呈现袁例如袁佛罗里达州立学校 FLVS袁学

习者不但可以按照页面导航沉浸式学习不同环节的

资源和材料袁还可随时在线记录课堂笔记袁只需按照

学习导航的步调即可不受干扰地完成全过程学习遥在

师资方面袁 几乎所有虚拟学校都配备了在线课程教

师袁大部分都是经过当地教育部门资格认证的在职教

师或历任教师遥 虚拟学校的通用模式为袁教师为线上

教学负责袁家长为线下指导负责袁仅有密歇根州等少

数学校提供预约式的线下教师指导服务遥 涵盖内容尧

工具和师资的多样态数字资源为在线学习提供了内

在保障遥

渊三冤支持服务覆盖在线学习全流程

虚拟学校为学习者提供了能够支持完全自主学

习的服务遥 在参与课程学习前袁虚拟学校为学习者提

供了不同的指导性支持遥学校发放面向学生和家长的

指南手册袁详细介绍在线学习成功的必要准备和前提

条件遥 在线学习过程中袁临场感缺失对 K12学生而言

是一项巨大挑战袁各地虚拟学校根据自身特色提供配

对指导尧小组互学和社区共学等服务袁这能够有效减

弱孤独感并提升参与度[26]遥 此外袁提供学习激励同样

是优化学习效果的有效举措袁部分学校通过奖学金和

荣誉墙的形式表彰优秀在线学习者遥 在学习评价上袁

虚拟学校已经形成一套基本体系遥面向需要学分认证

表 2 虚拟学校分析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内容项

保障机制

服务模式 州属生源全免尧政府部分补贴尧合作州共享

学习周期 全年开放渊混合学习冤尧按校历开课渊完全在线冤尧按课标考试

学分认证 颁发证书尧兑换学分

质量评估 课程标准认证尧州教育部门评价尧学生评价

学习资源

覆盖学科 K12全科尧综合素养课尧大学先修课尧家庭教育课

资源类型 图文资源尧录播课程尧学习工具

资源推荐 群体推荐尧个性推送

师资配备 线上课程教师尧线下指导教师尧技术支持人员

师资来源 国家资格认证尧第三方招募

支持服务

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尧师生配对尧小组学习尧社区共学

学习支持 教育计划尧学习指南尧个性辅导尧社区支持

学习激励 奖金补贴尧荣誉认证

学习评价 教师评价尧学生自评尧同伴互评尧机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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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内容项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保障机制

服务模式

州属生源免费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政府部分补贴 姨 姨 姨

合作州共享 姨

学习周期

全年开放渊混合学习冤 姨 姨

按校历开课渊完全在线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按课标考试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学习认证
颁发证书 姨 姨 姨 姨

兑换学分 姨 姨 姨 姨

质量评估

课程标准认证 姨 姨 姨 姨

州教育部门评价 姨 姨 姨 姨

学生评价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学习资源

覆盖学科

K12全科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综合素养课 姨 姨 姨 姨 姨

大学先修课 姨 姨 姨

家庭教育课 姨 姨 姨

资源类型

图文资源 姨 姨

录播课程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学习工具 姨 姨 姨

资源推荐
群体推送 姨 姨 姨

个性推送

师资配备

线上课程教师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线下指导教师 姨

技术支持人员 姨 姨 姨

师资来源
国家资格认证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第三方招募 姨 姨 姨 姨

支持服务

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师生配对 姨

小组学习 姨

社区共学 姨 姨 姨

学习支持

教育计划 姨 姨

学习指南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个性辅导 姨 姨 姨

社区支持 姨 姨 姨

学习激励
奖金补贴 姨 姨 姨

荣誉认证 姨

学习评价

教师评价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学生自评

同伴互评

机器评价 姨 姨

者进行与实体学校同水平的期末考核袁面向课程选修

者进行阶段性考核袁以学习报告的形式呈现来自平台

或教师的学业评定结果遥国际虚拟学校的支持服务为

防范学生中途辍学进行了有效实践袁但仍存在较大的

创新空间遥

渊四冤案例研究对我国智慧云校建设的启示

基于美国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三国的典型虚拟学校

编码分析袁本研究对虚拟学校在保障机制尧学习资源尧

支持服务上的功能和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袁 为我国资

源平台向智慧云校演化提供了重要启示院第一袁需要以

表 3 虚拟学校案例分析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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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教育部门为引领建设智慧云校以保障公益性底

线曰第二袁智慧云校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机制确保其正规

化曰第三袁全流程的监管评价措施是保障智慧云校规范

化运转的外在保障曰第四袁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和服务是

保障智慧云校常态化运转的内部条件遥

目前袁国外虚拟学校在资源服务上智能性非常匮

乏袁无法提供相关资源的个性化推荐和辅导袁且仅有

少数虚拟学校能够在学习界面整群推荐关联资源遥对

此袁教育新基建为我国智慧云校的智能服务能力提升

赋予了可能性遥利用 5G尧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

技术能够对学习者所处环境进行物理感知和数据收

集袁实现自动感知尧数据分析尧资源推荐尧服务适配等

智能化支持遥智能技术在智慧云校资源与服务建设上

主要体现在对动态生成尧敏捷迭代尧智能推送等资源

新样态的追求袁 涉及的前沿技术主要体现在自动录

播尧语义标签尧智能评分尧自动匹配尧视频切片尧情境模

拟尧智能评分尧智能推送等方面遥 基于智能服务袁资源

配置从关注静态资源的生成到关注资源的动态生成尧

应用共享和服务曰资源类型从单一的课件类尧素材类

向课程类和教学专题类发展曰资源推送方式突破了传

统的单一媒体传送方式袁向通过资源服务体系平台进

行适性生成尧应用共享并向用户进行精准推送遥

总体而言袁在国家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统筹和监管

下袁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袁建立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智慧云校袁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智慧云校学习

资源和支持服务袁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数字资源库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遥

五尧智慧云校的概念模型

基于国际虚拟学校案例研究与智能教育应用研

究袁本研究构建了智慧云校的概念模型袁具体如图 1

所示遥 智慧云校的概念逻辑如下院

图 1 智慧云校概念模型

首先袁 教育新基建作为数字底座赋能新型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袁协同输出智慧云校的技术服务能力遥利用

教育专网尧物联网尧云计算尧数据中心尧区块链尧安全防

护等教育新基建关键技术升级智能化环境袁 汇聚学习

记录库尧专家知识库尧课程资源库尧监测信息库等实现

教育大数据存储与运算袁进而提供知识图谱生成尧认知

图谱生成尧学习路径规划尧资源共建共享等功能袁构建

互联互通尧数据驱动和可信安全的智慧云校环境遥

其次袁智慧云校涵盖标准课程尧辅导答疑尧拓展学

习尧家庭教育和教师发展五大核心功能区遥 在资源分

区上袁智慧云校提供以国家标准为主尧地方标准为辅

的标准课程资源尧 满足个性需求的答疑辅导资源尧五

育并举的拓展学习资源尧面向家校协同的家庭教育资

源和面向教师教学教研的专业发展资源遥在资源类型

上袁智慧云校提供课程尧工具尧师智等覆盖学习全流程

的资源服务遥课程是指与学校教学要求配套尧连续尧优

质的主题资源曰 工具是指在线学习过程中的支持袁如

在线协作交流工具尧学科助学应用工具尧拓展学习探

索工具等曰 师智是指满足学习者个性需求的人力资

源袁如提供针对性的课后答疑辅导袁辐射优质师资遥在

智能技术的支持下袁各类学习资源能够实现适需配置

的个性化服务袁优化学习过程支持遥

再次袁智慧云校需要服务政策尧保障机制尧标准规

范尧监管评价尧智能服务等外部支撑遥政府和教育管理

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和举措保障袁支持智慧云校作为公

益教育事业运行曰智慧云校需要系列机制以保障其在

教育体系中的正规化地位曰标准规范是保证智慧云校

资源和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曰多方参与的监管评价能

够为智慧云校常态化嵌入教育体系提供保障曰智能服

务能够帮助智慧云校实现区别于传统虚拟学校的升

级演化遥

在前述基础上袁数字教育资源与教育业务场景相

结合袁智慧云校向学习者尧教师尧家长和第三方等角色

提供适需服务袁保障优质均衡袁促进个性发展遥 例如袁

混合学习者主要解决学校教学之外的拓展提高问题袁

如答疑辅导等曰完全在线学习者根据个人需求修读各

类课程并获得学分曰学生家长能够深度参与家校协同

共育曰中小学教师可以提供在线学习支持并促进专业

发展遥 此外袁第三方用户可以开展特定的在线教育服

务袁 例如袁 区域教育管理者通过教育评价监控在线教

育质量袁非营利性资源提供方可以进行数字教育资源

共享袁社会学习者可以按需获取免费开放资源等遥

六尧智慧云校的核心特征与实践路向

渊一冤公益性是建设新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初心

基础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袁天然具有公益属性遥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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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智慧云校作为新型教育公共服务服务基础教育

的初心袁可从以下方面保障公益性院渊1冤由省级政府和

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智慧云校经费保障遥将智慧云校建

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袁确保其建设与持续运作的基本

要求袁保证智慧云校的公益化属性遥 渊2冤更新公益慈善

事业立法遥将参与智慧云校建设作为社会责任纳入公

益慈善事业范畴袁鼓励企业资源投入曰同时将参与智

慧云校的管理和教学活动纳入志愿者服务系统袁吸引

社会专业力量的参与遥 渊3冤分类制定智慧云校服务收

费标准遥 例如免费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标准课

程尧家庭教育课程等曰对于拓展学习课程尧教师教育课

程等袁可按区或按校通过专项经费统一购买遥 渊4冤分级

分类提供学习补助支持遥对于基础教育资源薄弱的偏

远地区或者需要提供经济资助的学生或家长袁可酌情

减免学费曰对于听障尧视障等特殊儿童以及单亲家庭

儿童尧留守儿童尧孤儿等袁可免费选修专长课程和兴趣

课程遥

渊二冤正规化是保障智慧云校纳入基础教育体系

的前提

智慧云校有必要作为基础教育体系的在线组成

部分袁因此袁需要通过教育治理举措保障其正规化角

色院渊1冤在办学制度方面袁参照中小学校的组织机构与

办学制度建设智慧云校袁纳入我国教育体制中进行系

统化监管遥要求智慧云校配置完备的组织机构来确保

各类业务的高效处理袁包括教务处尧德育处渊政教处冤尧

总务处渊含财务部门冤尧校长办公室尧工会渊教代会冤尧安

全处渊保卫处冤尧教研组尧年级组等遥 渊2冤在学校治理方

面袁要求智慧云校制定明晰的办学规章与制度袁包括

办学理念与目标尧学校监管尧教学管理尧人事管理尧教

职工聘任尧学生准入等规章与制度袁对于办学理念与

目标袁要引导智慧云校侧重学生的五育发展和家庭教

育遥 渊3冤在师资配置方面袁分配给智慧云校一定数量的

专职专任教师岗位袁 确保各部门均有专业人员在岗袁

同时考虑培训机构再就业的优质师资袁 以助力缓减

野双减冶政策带来的社会压力遥

渊三冤 规范化是提升智慧云校资源和服务质量的

手段

智慧云校的核心是其提供的在线教学资源和服

务袁规范化需要合理的准入审查和监管评价遥 实践建

议如下院渊1冤建立智慧云校资源与服务质量标准遥如技

术标准与数据规范袁在线项目和课程资源的建设标准

与评审要求袁 在线教学尧 辅导和答疑的质量标准等遥

渊2冤建立在线教学质量监管制度和规范遥 强化标准实

施与监督工作袁推动标准与法律法规尧政策举措的衔

接配套袁继而形成标准化治理新格局遥 渊3冤建立在线学

习考核和学分认定规范袁为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学

分认定与转换提供依据遥国家可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

各省数据汇总袁 对全国在线学习数据开展动态监控遥

组建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督查组袁定期对智慧云校工作

开展评估与指导袁同时引入社会化监督制度遥

渊四冤常态化是维持智慧云校稳定服务能力的关键

吸取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实践经验袁常态化的在线

教育资源和服务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关键所在袁也是真

正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内在表现遥 需要创新动力机制袁

促使学校尧企业尧培训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群策群

力袁把脉冲式的在线教学服务向常态化运作转变遥 具

体建议如下院渊1冤智慧云校与学校教育保持同步同质遥

以学年或学期的形式统一招生并安排教学进度袁保证

在线学习者和混合学习者皆能按照正常步调高质量

学习袁有效避免超前培训遥 渊2冤结合野双减冶政策精神袁

引导尧鼓励在线教育企业参与智慧云校的建设袁视其

承担的责任和作出的贡献给予减免税收等财政福利遥

渊3冤吸纳优质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袁通过资格审查和

考核使其加入智慧云校成为正规军袁在辅导答疑等师

资服务方面发挥其个性化服务的优势遥

渊五冤智能化是优化智慧云校在线学习过程的路径

系列研究表明袁虚拟学校提供的在线学习和混合

学习基本满足了学习者在家接受教育的需求[27]袁但学

习效果仍未达到实体学校的平均水平[28]遥 这是在线学

习模式本身面临的巨大挑战袁但机遇与挑战并存遥 随

着教育新基建的部署袁利用智能技术升级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袁 从学习过程各个环节提升智能服务能

力袁让在线学习者具有沉浸适切的学习体验遥 主要建

议如下院渊1冤加强智慧云校的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实践遥

关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在线学习服务袁设计覆

盖学习全过程的个性化助学功能遥 渊2冤提升智慧云校

用户的智能教育素养遥智能化的在线学习对师生和家

长提出了更高要求袁可以通过学习指南和培训课程帮

助用户提升利用智能技术支持在线学习的能力遥 渊3冤

强化智慧云校安全防护能力遥 一方面袁需要保护智慧

云校的用户群体数据安全曰另一方面袁需要防范在线

学习过程中的黑客入侵等网络安全问题遥

七尧结 语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肩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使命遥 在教育新基建的牵引和赋能下袁智慧云校

成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中的野软基建冶袁发挥促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作用遥本研究在国际案例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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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启示的基础上袁提出了面向我国基础教育实际的

智慧云校概念模型袁提出了建设具有公益性尧正规化尧

规范化尧常态化尧智能化五大特征的智慧云校的实践

路向遥目前袁关于省域层面的智慧云校建设探索不够遥

在现有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袁实现智慧云

校的有效实践袁还需要政府尧教育管理部门尧研究共同

体尧 利益相关主体等多方力量对智慧云校在顶层设

计尧机制保障尧实践落地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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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New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Empowered by New

Infrastructure: Evolving from Resource Platform to Smart Virtual School

ZHU Zhiting1, LIN Zirou2, YAN Hanbing1

(1.School of Ope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of education meet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ow public

educational services meet the suitable, high -quality, and personalized nee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Based on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at the resource platform has

evolved into a smart virtual school has become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10 virtual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guarantee mechanism, learn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and summarizes their experience.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technical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ystematic upgrading direction of the exist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a smart virtual school, and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pursu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non-profit, f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norm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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