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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域推动“互联网+教育”创新的政策导向研究
要要要基于对各省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

陈 丽 1袁 唐雪萍 2

渊1.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袁 北京 10087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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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 11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做出了推动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袁吹响了我国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进军号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袁更新教育理念尧变革教育模式尧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袁是

教育信息化从融合走向创新的过渡阶段袁其着力点和工作思路与前期教育信息化工作不尽相同遥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正

在学习国家文件精神袁制订本区域的落实方案遥 研究以 2015年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曳出台

以后至 2022年 7月各省域出台的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渊共 27份冤为研究对象袁通过构建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关键

词词库袁对各省域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词频分析袁力图揭示我国各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导向的特点袁包括落实国家文

件精神的程度袁以及各省推动方案的重点遥 研究以作者提出的野互联网+教育冶外延的野六个新冶为政策观测点袁以作者团

队前期研究的野互联网+教育冶本体库为基础袁以相关政策文件为语料袁构建了具有 2592个关键词尧7个大类和 28个子类

的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关键词库袁利用该词库对省级文件进行了关键词词频分析袁从一致性尧关注度和表述丰富度三个

方面揭示了我国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导向的规律遥 研究发现袁省级政府在落实国家文件方面袁对新模式关注度最高袁

其余依次是新空间尧新要素尧新制度尧新理念和新业态遥 根据政策内容袁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水平院以

上海尧天津尧北京为代表的省级区域在多个野新冶维度上都有较为丰富的表述袁在政策部署方面进入系统推进创新阶段曰

以浙江尧甘肃尧宁夏为代表的省级区域在某个野新冶维度有较为丰富的表述袁在政策部署方面处于部分领域重点突破阶

段曰以湖南尧重庆尧山西为代表袁区域政策与国家级政策的一致性较低袁且各维度下表述丰富度不突出袁存在政策部署较

为滞后的现象遥 研究中的政策关键词库为读者准确把握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方向提供了学术指导袁研究发现为各省域进

一步制定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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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2015年袁 国务院颁布了 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野互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曳[1]袁指导推进互联网技术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袁教育领域开始关注互联
网等颠覆型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袁各省域教育信息
化规划中开始出现相关要求和部署遥 2020年袁新冠疫
情暴发袁野停课不停学冶实践开始袁师生经过尝试尧摸索

和常态化运用三个阶段袁开始主动应用网络平台及其
支撑的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技术遥2021年 11月袁中共
中央尧国务院下发叶关于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
指导意见曳袁将野互联网+教育冶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战略部署遥 笔者认为袁野互联网+教育冶战略
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从融合阶段转向创新阶段袁
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袁 国家文件吹响了我
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军号遥 目前袁各省都在认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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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落实文件精神袁 个别省份已经出台了专门的文件袁
多数省份将文件精神和任务落实到野十四五冶教育信
息化规划中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袁更新教
育理念尧变革教育模式尧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袁
标志着教育信息化支撑作用向引领作用的转型[2]遥 在
新的发展阶段袁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各级教育体系的新
空间袁教育领域正在经历从野两空间冶走向野三空间冶的
历史性变革[3-4]遥 网络空间的引入袁不仅改变了教与
学的时空灵活性和资源共享的范围袁改变了教育的供
给模式袁还正在改变着教育的根本问题袁即教育哲学
基础遥 笔者所在团队通过研究发现袁互联网改变了知
识的本质袁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尧存储和流通方式袁知识
回归为全体人类智慧[5]曰改变了教育的本质袁联通成为
教育的新本质[6]遥

因此袁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是教育组织体系和服
务模式重构的过程袁是科技进步推进教育变革的历史
进程袁 不是学校教育网上搬家袁 不能将 野互联网+教
育冶与野教育+互联网冶混淆遥 但是袁学界对野互联网+教
育冶的内涵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袁对互联网的创新特
征认识仍未形成共识[2]袁实践领域在落实野互联网+教
育冶战略过程中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遥 同时袁我国
幅员辽阔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袁教育信息化基础
差异较大袁现阶段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着力点
和撬动点不尽相同遥 文章旨在通过运用科学研究方
法对各省级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进行深入分析袁
反映国家战略的省域部署情况袁 为教育部进一步推
动野互联网+教育冶提供政策参考袁总结各地的政策侧
重点袁揭示各地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区域特征与创
新之处袁推动我国省域间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经验的
共享遥

二尧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特征与政策观测点

准确理解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内涵和外延是正确
把握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方向的思想基础遥 张岩认
为袁野互联网+冶 变革教育的关键在于四个方面袁即
野互联网+教育内容冶野互联网+教育体验冶野互联网+
教育管理冶野互联网+教育评价冶 [7]遥 余胜泉等则从智
慧环境尧课程形态尧教学范式尧学习方式尧评价模式尧
教育管理尧教师发展尧学校组织变革八个方面来阐明
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发展趋势[8]遥 黄荣怀等认为袁野互联
网+冶 变革教育就是要从 野学什么冶野怎么学冶野在哪
学冶 三个维度引领人类学习从工业化时代迈向信息
化时代[9]遥 笔者曾撰文提出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特征

主要包括野六个新冶袁分别是新空间尧新要素尧新模式尧
新理念尧新业态尧新制度 [2]遥 本文将以野六个新冶作为
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观测点袁构建野互联网+教育冶政
策关键词库遥

新空间是以野云尧网尧校尧端冶一体化为特征的教育
网络空间遥 促使传统的学校环境向智能化尧内容丰富
的互联网环境转变[9] 袁促进学校物理空间尧社会空间
和网络空间的三元融合[10] 袁是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遥 构建教育网络空间袁首先需要保障网络
畅通且具备硬件装备和软件工具支持袁我国前期教育
信息化和数字校园 1.0建设在上述方面投入较多袁要
素数字化基本实现[11]遥 在此基础上袁各级各类教学平
台逐渐搭建起来袁平台是网络学习空间的载体袁为各
类服务尧资源尧数据提供了交换共享的场所[12]遥 随着网
络学习空间的普及袁参与在线学习是未成年人使用互
联网的主要原因之一 [13]袁但网络空间信息鱼龙混杂袁
青少年身心发展不成熟袁 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袁
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学习效应[14]袁对网络学习空间的管
理成为支持网络空间良好有序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议

题遥因此袁笔者认为袁为推动建设三元融合的教育新空
间袁教育政策应对网络接入尧平台体系尧技术工具尧教
学装备和空间管理等工作给予指导遥
新模式是指用教育新空间优化教育教学实践的创

新方案遥基于教育新空间袁各类创新实践模式正在或即
将涌现袁 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归纳出实践模式的创新
倾向遥 教学模式由标准化转为自主化尧个性化[15-16]曰教
学组织和供给方式打破班级界限袁变得更加灵活[9袁17]曰
人才培养由标准化尧应试导向转为更加多样化尧个性
化[7]袁教育内容应关注信息技术相关内容[18]曰学生评价
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袁关注学习过程表现 [15]曰教育治
理模式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袁趋向科学化尧精细
化曰教师发展模式走向合作袁面向实际问题袁更强调信
息技术使用能力[8]遥 因此袁笔者认为袁教育政策应推动
教学模式尧教学组织和供给模式尧教师发展模式尧教育
治理模式尧人才培养模式尧学生评价模式六个方面的
创新遥

新要素就是教育网络空间中出现的新成分袁野互
联网+教育冶 领域中已经出现的新要素包括数字资源
和数据遥数字资源要素具有可复制尧可复用特性袁有助
于构建教育资源网络超市[7]袁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辐
射面遥 教育数据蕴含着大量可供挖掘的信息袁是推动
评价模式尧教育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抓手[19]遥 因此袁笔
者认为袁教育政策应在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和教育数
据应用方面给予明确引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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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政策标题 相关表述

2015-07-04 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曳[1] 加快推进野互联网+冶发展
2016-06-07 叶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曳[23] 统筹推进教育信息化和野互联网+冶
2017-01-19 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24] 积极发展野互联网+教育冶
2017-12-21 叶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曳[25] 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
2018-02-11 叶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曳[26] 发展野互联网+教育冶
2018-04-18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27] 积极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
2018-12-12 叶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曳[28] 积极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
2019-03-01 叶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曳[29] 积极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
2019-08-15 叶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曳[30] 积极发展野互联网+教育冶

2019-09-15 叶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曳[31]
促进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2020-03-05 叶教育部关于加强野三个课堂冶应用的指导意见曳[32] 积极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

2021-07-08
叶教育部等六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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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教育专网和野互联网+教育冶大平台

新理念是在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新思想尧新理论的统称遥互联网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尧存
储和传播方式袁 孕育着新的知识观和教育哲学理论袁
从而推动教育理念更新袁尤其是推动人才观与教育观
的变革遥网络环境的发展对人的创新能力尧信息素养尧
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也促使智慧教育尧终身
学习等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15]遥 因此袁笔者认为袁教
育政策应推动教育理念更新遥

新制度是符合新理念尧促进教育实践创新发展的
新体制与新机制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与新制度之间的关
系是相辅相成的袁野互联网+教育冶 发展离不开体制机
制的支持保障袁野互联网+教育冶 发展也必然推动教育
制度的创新发展[20]遥 总结已有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发
现袁目前相关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监管评价尧组织机制尧
经费投入机制尧人才保障尧试点示范和知识产权制度
六个方面遥因此袁笔者认为袁教育政策应部署体制机制
创新工作遥

新业态是各类企事业单位为了适应消费者需求尧
市场环境以及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变化袁而创新形成的
新行业[21]袁目前袁野互联网+教育冶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业
态有平台运营服务尧教学服务和资源服务等遥此外袁规
范教育市场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优质教育服务和
教育资源的供给[22]袁是教育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基础遥
因此袁笔者认为袁教育政策在新业态方面除平台运营
服务尧教学服务和资源服务三类具体业态外袁还应关
注市场机制遥

本研究以上述野六个新冶为政策观测点袁并进一步
构建关键词库袁通过关键词分析袁揭示各省域政策在
上述六个维度的部署情况遥

三尧政策语料与研究样本

自 2015年 7月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
行动的指导意见曳颁布以来袁国家级教育信息化政策
文件中均将积极发展野互联网+冶或者野互联网+教育冶
作为政策目标之一渊见表 1冤遥 研究将这些政策都作为
指导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的国家政策遥 在我国的行政
体系中袁 省域政策文件通常是对国家级政策文件的
呼应与细化[34]袁以此为线索袁进而搜集到与上述国家
级政策存在呼应关系的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
策 27 份袁涉及 14 个省尧4 个直辖市尧2 个自治区渊见
表 2冤遥 其中袁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既是本文
的研究样本袁也和国家级政策一起作为构建野互联网+
教育冶关键词库的重要语料遥 具体政策文件详列见表
1尧表 2遥

四尧政策关键词词库的构建

渊一冤政策关键词词库构建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前期研究中袁利用文本挖掘

技术建立了包含 1001个术语的领域本体[62]遥 为了保
障词表的全面性袁 本研究在此 1001个关键术语的基
础上袁结合第三部分中收集到的国家级政策和省域政
策渊共计 39份政策文件冤袁对词表进行了两轮补充遥第
一轮补充以本体词表为基础袁 通过搜索全语料库袁补
充表达形式有差异但含义相近的词语袁如野探究式学
习冶野探究性学习冶野探究学习冶遥 第二轮补充以全语料
库分词结果为基础袁 即利用 jieba分词工具对全语料
库进行机器自动分词袁 分词后形成一个具有 6554个
关键词的词表遥笔者逐一阅读 6554个关键词袁研判其

表 1 国家级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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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收集情况

序号 区域 省份 发布时间 政策标题

1 东北 黑龙江省 2015-11-30 叶黑龙江省野互联网+教育冶行动计划曳渊2016要2020年冤[35]

2 东北 山西省 2018-02-23 叶山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推进意见曳[36]

3 东北 山西省 2019-05-07 叶山西省 2019年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曳[37]

4 东北 北京市 2018-07-16 叶北京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冤曳[38]

5 东北 北京市 2021-04-28 叶关于推进野互联网+基础教育冶的工作方案曳[39]

6 东北 北京市 2022-02-28 叶北京教育信息化野十四五冶规划曳[40]

7 东北 天津市 2017-01-06 叶天津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曳[41]

8 东北 天津市 2019-02-27 叶天津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42]

9 东北 天津市 2022-01-04 叶天津市教育信息化野十四五冶规划曳[43]

10 华东 安徽省 2019-03-29 叶安徽省智慧学校建设总体规划渊2018要2022年冤曳[44]

11 华东 江苏省 2019-07-04 叶江苏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45]

12 华东 山东省 2019-08-19 叶山东省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渊2019要2022冤曳[46]

13 华东 浙江省 2018-12-17 叶浙江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年冤曳[47]

14 华东 上海市 2016-12-21 叶上海市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曳[48]

15 华东 上海市 2018-10-15 叶上海市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2冤曳[49]

16 华南 广东省 2017-05-18 叶广东省教育信息化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50]

17 华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7-10-30 叶广西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渊2017要2020年冤曳[51]

18 华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9-03-01 叶广西野互联网+教育冶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2冤曳[52]

19 华中 河南省 2019-08-31 叶河南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实施意见曳[53]

20 华中 湖南省 2018-12-28 叶湖南省野互联网+教育冶行动计划渊2019要2022年冤曳[54]

21 西北 甘肃省 2020-01-02 叶甘肃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55]

22 西北 青海省 2019-10-16 叶青海省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行动计划渊2019要2022年冤曳[56]

23 西北 陕西省 2018-03-22 叶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年冤曳[57]

24 西北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8-11-23 叶宁夏回族自治区野互联网+教育冶示范区建设规划渊2018年要2022年冤曳[58]

25 西南 四川省 2019-05-11 叶2019年四川省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曳[59]

26 西南 云南省 2017-05-11 叶云南省教育事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60]

27 西南 重庆市 2019-02-26 叶重庆市智慧教育五年工作方案渊2018要2022年冤曳[61]

是否需要补充到词表中遥 经过两轮补充袁共计补充关
键词 1591个袁得到 2592个关键词遥

其中袁一些词语虽然在词形上有一定差异袁但是
表达的含义是相近的或者类似的袁文章进一步对这些
词语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袁即将含义相似的词语合并为
一个关键词袁并建立原关键词和归一后的关键词之间
的对应关系袁得到归一后的关键词 819个遥

渊二冤政策关键词库的结构
在形成关键词库之后袁研究进一步将关键词划分

到野六个新冶政策观测点中遥笔者首先基于前期文献阅
读袁将关键词分类到新空间尧新要素尧新模式尧新理念尧
新业态尧新制度六个一级类别中袁并进行初步探索性
编码袁建立六个新维度下的二级类别遥在此基础上袁邀
请野互联网+教育冶领域的两名专家针对该关键词框架
进行评估袁笔者依据专家的修改意见迭代完善遥 经过
五轮专家评估袁最终形成了基于野六个新冶政策观测点

的分类关键词库渊见表 3冤遥
其中袁新空间维度有 5个二级类别袁共有关键词

658个袁归一后为 149个曰新要素维度有 2 个二级类
别袁共有关键词 305个袁归一后为 101个曰新模式维度
有 6 个二级类别袁共有关键词 812个袁归一后为 274
个曰新理念维度有 4个二级类别袁共有关键词 183个袁
归一后为 61个曰新业态维度有 4个二级类别袁共有关
键词 216个袁归一后为 87个曰新制度维度有 6个二级
类别袁共有关键词 309个袁归一后为 92个遥 对于语义
模糊或有多种含义的词袁则放到综合词类别袁共有综
合词 109个袁归一后为 55个遥

利用上述关键词库袁 研究基于省域政策中的关
键词词频构建了一致性尧关注度和表述丰富度三类指
标袁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遥 通过比较省域野互联
网+教育冶相关政策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袁力图揭示省
域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情况曰通过分析省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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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互联网+教育冶战略的关注重点袁力图揭示野互联
网+教育冶创新的区域共性曰通过比较各省域政策
的表述差异袁力图凝练省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遥
表 3 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关键词分类框架

五尧省域政策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

渊一冤一致性计算方法
采纳一致性表征国家级政策和省域政策在关键

词使用上的相似性[63]遥 假设国家级政策中的关键词总
个数为 NA袁省域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总个数为 NB袁其
中共有关键词个数为 n袁则该省域政策文本与国家级
政策的采纳一致性比率 Ck为院

Ck=
2n

NA+NB
伊100% 渊1冤

分布一致性表征国家级政策和省域政策在关键

词分布频率上的相似性袁即两级政策中的共有关键词
的频次序列的相关系数 rAB为院

rAB=
Cov(fA袁fB )

D渊fA冤姨 D渊fB冤姨
渊2冤

渊二冤一致性分析结果

图 1 各省域政策与国家级政策的采纳要致性尧

分布要致性散点图

如图 1所示袁各省域政策文本呈现出与国家级政
策采纳一致性较低而分布一致性较高的趋势遥采纳一
致性较低的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样本的收集期限有关袁
本研究的研究样本截至 2022年 7月袁 距离国家文件
颁布时间仅半年袁 多数省域尚未出台专门的文件袁前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关键词

举例

关键词

个数

关键词个数

渊归一后冤

新空间

平台体系
资源平台尧管理
服务平台

138 34

技术工具
云技术尧物联网尧
图谱工具

134 41

教学装备
智能教室尧
智能实验室

121 20

空间管理
网络安全尧
信息安全

95 27

网络接入
教育专网尧

CERNET尧主干网
170 27

新要素

数据
数据汇聚尧
数据采集

110 37

数字资源
资源供给尧
课程资源

195 64

新模式

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尧
新工科

109 30

教学供给
选课走班尧专递
课堂尧慕课

100 36

学生评价
无纸化测评尧
多元评价

164 69

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尧
STEAM教学

235 75

教师发展
网络研修尧
同伴互助

110 38

教育治理
一网通办尧
科学决策

94 26

新理念

人才观
创新能力尧
信息素养

51 18

教育观
智慧教育尧
终身学习

71 14

知识观
知识创生尧
隐性知识

28 23

联通观 互联互通尧融合 33 6

新业态

市场机制
竞争机制尧
产业链

86 36

平台运营

服务

平台服务尧运营尧
运维

32 7

教学服务
在线辅导尧在线
学习服务师

64 28

资源服务
资源推送尧
资源优化

34 16

新制度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尧版权 24 6

人才保障 CIO尧岗前培训 43 15

监管评价 教育督导尧清单 102 21

组织机制
责任制尧财权尧
事权

54 23

经费投入
财政经费尧信息
化经费

42 15

试点示范 示范课尧示范校 44 12

综合词 学校尧学生尧三通 109 55

总计 2592 81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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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策文件都是对某些局部任务的部署袁未能覆盖国
家级政策所关注的所有内容遥但大部分政策文件的分
布一致性较高袁说明各个地区的政策文件与国家级政
策文件中关注的重点较为一致袁对国家级政策做出了
较好的回应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图中显示湖南尧山西尧重
庆等地与其他地区偏离较远袁 说明他们与国家政策尧
与其他省域政策的关键词使用均有一定的差异遥
进一步分析发现袁部分关键词只出现在省域政策

中袁而国家级政策未提及袁是省域政策特有关键词遥笔
者认为袁国家级政策与省域政策定位不同袁国家级政策
着眼全局袁省域政策更具操作性袁因此袁两者用词不同
是正常现象遥值得关注的是袁个别省域政策中的独特关
键词袁可能反映了该省级区域在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
过程中的创新性和超前性袁见表 4遥

表 4 省域政策特有关键词渊部分冤

在新业态维度袁只有湖南提及野家长购买冶一词袁关
注到了家长对教育服务和资源的潜在购买力袁 为财政
投入保障不足的地区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提供了参考遥

在新制度维度袁 浙江在监督评价制度方面提及
了野教育适应性审核冶袁强调对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到
教育领域进行适应性审核袁 这与该省在空间管理方
面关注野技术伦理冶一脉相承袁是一项颇有前瞻性的
政策尝试遥上海在组织机制方面提及野财权冶袁其原文
为野部分项目可以采取市尧区两级按事权和财权的责
任划分协同规划尧分级投入尧试点开展的模式冶袁可看

出上海市政策在优化责任分配机制上进行了探索袁
其后续实践成果或可供国家级政策和其他省域政策

参考遥
在新模式维度袁北京提到野增值评价冶袁关注到教

育评价理念的更新袁江苏尧浙江尧四川等省域的政策在
学生评价模式方面提及了 野智能评价冶野智能阅卷技
术冶野标准化考点冶野精准评价冶等具体评价方式袁说明
部分省域在探索大数据应用于学生评价方面拟定了

具体政策措施袁与国家级政策中倡导野创新评价工具冶
形成呼应袁其后续实践成果值得持续关注遥

在新空间维度袁天津尧上海尧广西三个省市在平台
体系方面提及野网站群平台冶袁关注了各级各类教育系
统网站整合的问题遥部分省域政策在教学装备方面关
注到了野校园感知冶野穿戴设备冶等关键词袁其本质是物
联网技术在校园环境中的应用遥

在新要素维度袁以上海为代表的省级区域在数据
要素管理方面有一些独特表述遥 野数据仓库冶野数据联
动冶关注的是数据存储与管理的问题袁野数据授权冶野确
权冶关注的是数据权限和数据安全的问题袁说明这些
省域对教育数据应用进行了细致的规划部署袁其实践
成果值得进一步追踪关注遥

六尧省域政策的关注度特征

渊一冤关注度计算方法
关注度指标表征省域政策对某一维度的重视程

度遥 假设某省域政策文本中抽取到关键词总频数为
F袁其中 k类别下关键词总频数为 fk袁则该省政策对该
类别关注度 ek为:

ek=
fk
F 伊100% 渊3冤

渊二冤关注度分析结果
各省域政策对野六个新冶各维度关注度从高到低

依次是新模式尧新空间尧新要素尧新制度尧新理念和新
业态袁如图 2所示遥同时袁各省域政策在二级类别的关
注度上呈现出较强相似性遥

在新空间维度袁各省域政策对平台体系的关注度
最高袁其余依次是空间管理尧网络接入尧教学装备和技
术工具袁说明各省前期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在空间建设
方面取得了成效袁政策关注已经从网络接入转移到空
间管理和利用层面遥

在新要素维度袁各省域政策对于数字资源要素的
关注程度明显高于数据要素遥 笔者认为袁这种现象与
我国较早开始关注数字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有关袁表明
数字资源在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获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政策词归一 词频 省级区域

新业态 市场机制 家长购买 1 湖南

新制度

教育适应性审

核评估
1

财权 1

新模式 学生评价

增值评价 1 北京

智能评价 1 江苏

智能阅卷技术 1 浙江

标准化考点 2 浙江尧四川
精准评价 2 北京尧浙江

新空间

网站群平台 5 天津尧上海尧广西
校园感知 3 山东尧上海尧河南
穿戴设备 3 浙江尧广东尧甘肃
技术伦理 1 浙江

新要素

资源规范 3 江苏尧山东
数据仓库 5 上海尧广东尧广西

数据授权 6
安徽尧山东尧浙
江尧上海

数据联动 2 天津尧浙江
确权 2 上海尧宁夏

监管评价

组织机制

平台体系

教学装备

空间管理

数字资源

数据

浙江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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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省域政策表述丰富度

得普遍共识遥 相比而言袁省域政策对数据要素的关注
度仍然有提升空间遥

在新模式维度袁省域政策对教学模式的关注度最
高袁其余依次是教师发展尧教育治理尧人才培养尧学生
评价和教学供给遥可以看出袁与人才培养尧教学供给等
宏观实践相比袁各省域政策对教学模式尧教师发展模
式等微观实践的关注度更高遥

在新理念维度袁各省域政策在联通观方面的关注
度较高袁其余依次是教育观尧人才观袁知识观维度的关
注度几乎为零袁教育管理领域尚未认识到互联网正在
变革知识本质和知识传播方式遥 笔者前期曾专门撰
文袁阐述了互联网环境中知识的新本质尧新形态和知
识传播新模式等观点遥 但本研究表明袁新知识观尚未
建立共识遥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互联网推动教育变革的
理念更新比实践创新更难遥

在新业态维度袁 各省域政策对市场机制方面的关

注度较高袁其余依次是教学服务尧资源服务尧平台运营服
务遥 除浙江稍高外袁其余省域政策对三类新业态的关注
度都相对极低袁对新业态发展重视程度不足遥

在新制度方面袁各省域政策对监管评价制度方面
的关注度最高袁其余依次是试点示范尧组织机制尧经费
投入尧人才保障和知识产权遥 说明监管评价仍然是政
府部门推动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的主要关注点遥

七尧省域政策的表述丰富度特征

渊一冤表述丰富度计算方法
表述丰富度指标表征省域政策在某一维度表述

的多样性遥假定所有省级区域在某一维度共提及关键
词渊归一后冤K个袁而该省级区域政策文本中提到了 n
个袁则该地区在该维度上的表述丰富度 vk为:

vk=
n
k 伊100% 渊4冤

图 2 省域政策关注度热力图 渊注院图中颜色越红关注度越高袁颜色越绿关注度越低冤

注院图中箭头方向表示数值大小袁在同一行中箭头越向上袁数值越大遥

图 2 省域政策关注度
注院图中箭头方向表示数值大小袁在同一列中箭头越向上袁数值越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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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表述丰富度分析结果
各省域政策在野六个新冶各维度表述丰富度呈现

出一定的差异渊如图 3所示冤遥 整体而言袁北京尧上海尧
天津尧广西的表述丰富度高于其他省份袁湖南尧山西尧
陕西尧四川的表述丰富度低于其他省份遥
在新空间维度袁天津在平台体系方面表述最为丰

富袁通过关键词回溯后发现袁天津政策文本中提及数
据平台尧网站群平台尧大平台等概念袁说明天津在平台
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一定的经验遥上海较为重视空间管
理袁相关政策表述也较为丰富袁除了关注到网络安全尧
信息安全等概念之外袁还关注到等级保护尧网络实名尧
身份认证等具体管理方式遥以广西尧天津尧上海为代表
的省级区域较为关注网络接入且表述丰富度较高袁但
所关注的具体内容又有一定的差异遥以广西为代表的
省级区域仍然提及野联网攻坚冶野未联网学校冶等关键
词袁说明还在关注网络联通问题袁而以天津尧上海为代
表的省市多次提及野教育专网冶等关键词袁说明他们更
关注网络质量遥 广东在教学装备方面表述最为丰富袁
该省政策文本中除了关注智慧校园尧数字校园尧智能
教室等普遍概念之外袁还关注到了可穿戴设备尧智能
设备等不常被其他省域政策所提及的概念遥
在新要素维度袁 天津对数字资源的表述较其他省

域丰富袁不仅有资源共建等普遍提及的概念袁还有电子
图书尧数字场馆尧资源评价等不常被提及的概念袁说明
天津在政策层面关注到数字资源的多种形态和资源评

价机制问题遥上海在数据要素方面表述最为丰富袁提及
了确权尧数据仓库尧数据资源目录等具体的数据管理技
术或手段袁政策指导较为明确袁操作性也较强遥

在新模式维度袁上海尧广西等省域在教学模式方
面表述最为丰富遥 广西尧宁夏等省域对于教师发展维
度的表述丰富度较高遥北京尧天津尧上海在教育治理模
式方面有较高的表述丰富度袁 在政策文本中提及了
野校园安防冶野智慧后勤冶野精准资助冶野业务流程冶 等关
键词袁关注到较为具体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遥 甘肃和广
西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表述丰富度最高袁尤其在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方面袁 甘肃提及 野产教融合冶野工学结合冶
野学徒制冶等关键词袁广西提及野人才需求库冶野顶岗实
习冶等关键词袁说明这两个省比较关注互联网技术和
理念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遥 北京尧浙江和安徽在学生
评价模式方面表述丰富袁但三个省关注的具体内容略
有不同袁北京的政策文件中提及野诊断测评冶野过程性
评价冶野多元评价冶野增值评价冶等关键词袁浙江提及野信
息化评价冶野智能测评冶野智能阅卷技术冶野精准评价冶等
关键词袁安徽提及了野自动批阅冶野智能测评冶等关键

词遥可以看出北京较为关注评价理念的变革袁而浙江尧
安徽则对智能测评尧 自动阅卷等评价技术较为关注遥
此外袁北京在教学供给模式方面表述丰富度最高袁多次
提及 野服务供给冶野社会机构冶野双师课堂冶野融合课堂冶
野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冶等关键词袁其中野开放型在线辅
导计划冶是北京特有的关键词袁说明北京在教学供给侧
改革方面有独特的创新经验遥

在新理念维度袁各省域政策在人才观尧教育观尧联
通观方面表述相对一致袁关注度差异较小遥 值得关注
的是袁联通观在政策文本中的体现袁虽然各省政策文
本中从未提及联通主义这一理论袁但与联通内涵相一
致的野开放共享冶野融合冶野协同冶等关键词已经广泛出
现在各省政策文本中袁说明联通共享观念已经充分渗
透到政策内涵之中袁成了潜在共识遥

在新制度维度袁北京尧天津尧上海等省域在监管评
价制度方面表述比较丰富袁远高于平均值遥 在试点示
范机制方面袁湖南和宁夏的表述丰富度较高遥 进一步
回溯关键词发现袁湖南尧宁夏在政策中细致地提及了
案例出版尧现场观摩等多种试点推广方式袁与国家级
政策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相呼应遥 在组织机制
方面袁上海尧河南的表述丰富度较高遥进一步分析关键
词后发现袁河南在政策文本中提及野联盟机制冶野联动
机制冶野联席会议冶等关键词袁说明河南较为重视完善
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遥 上海政策文本提及野财权冶野事
权冶等关键词袁比较关注责任分配机制的完善遥在经费
投入方面袁上海的表述丰富度最高袁其政策中提及多
元投入尧企业资金等表述袁说明上海对社会资本参与
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持较为包容的态度遥 在人才保障
方面袁广东尧青海表述较为丰富袁进一步分析广东和
青海的政策文本后发现袁 广东和青海政策文本中均
提及野领军人才冶野教改拔尖人才冶等关键词袁说明这
两省较为重视野互联网+教育冶推进过程中的专业型领
导人才培养遥

在新业态维度袁各省的整体关注度低袁因此袁表述
丰富度也比较低袁省际差异不大遥北京尧浙江和安徽在
教学服务业态方面表述丰富度相对稍高遥这三省市多
次提到野答疑冶野辅导冶野精准指导冶等关键词袁但北京市
政策原文中相关的教学服务主要由教师提供袁强调教
师资源线上流转遥 而安徽尧浙江则更关注信息技术在
教学服务中的支持作用袁强调依据学生大数据分析结
果袁提供针对性尧差异化的学习辅导服务遥

八尧省域野互联网+教育冶政策的分类

省域政策不仅要响应国家级政策袁 也要立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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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袁解决省级区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袁因此袁
各省域政策在表述丰富度上差异明显袁体现出鲜明的
地方特色遥 一些省域政策中出现了其他省域政策和
国家级政策中没有的术语袁是地方实践创新凝练的结
果袁可供其他省域参考遥 根据各省域政策在野六个新冶
各领域的表述差异性和与国家级政策文本的差异性袁
可以将各省域政策分为以下三类院

第一类以上海尧天津尧北京为代表袁在政策部署方
面已经走到系统推进尧创新发展阶段遥 上海尧天津尧北
京在新要素尧新模式尧新制度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创
新表述袁在政策部署方面处于系统推进尧创新发展阶
段遥这可能与当地本身的行政特点以及对野互联网+教
育冶的重视程度有关遥 天津尧北京从 2015年至今已经
发布了三份野互联网+教育冶有关政策文件袁是发布政
策文件数最多的省级区域遥可以看出天津和北京较为
重视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袁在政策起草和发布方面具
有较强的主动性遥 上海具有经济发展较快尧有一流高
校作为智库尧 城市文化倡导开放创新等城市特征袁城
市治理水平发展较快袁在大数据驱动民生公共政策优
化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64]袁而这一先发优势在
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遥

第二类以浙江尧甘肃尧宁夏为代表袁在政策部署方
面处于部分领域重点突破阶段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发展
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目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遥由
于各个省级区域所面临的主要教育问题不同袁所具备
的资源不同袁因此袁大部分省级区域在推进野互联网+
教育冶的过程中都有自己关注的特定问题袁处于部分
领域重点突破阶段遥例如袁浙江从 2014年开始新高考
改革试点袁将综合素质评价尧学考评价纳入高考评价
制度中袁 基于群体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诊断分析报
告袁在学生评价模式方面积累了较多实践经验 [65]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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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自 2018年以来承担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
动试点工作袁因此袁宁夏的野互联网+教育冶相关政策就
较为关注教师发展模式创新遥

第三类以湖南尧重庆尧山西为代表袁可能存在政策
部署较为滞后的问题遥这三个省级区域的政策与国家
级政策在采纳一致性和分布一致性上的差异都比其

他省级区域大遥 同时袁也并未发现这三个省级区域政
策存在突出创新表述遥 结合以上两点初步研判袁这三
个省市的政策发展阶段与其他省级区域不同袁可能较
为滞后遥 其中袁湖南的政策主要表现为采纳一致性极
低袁 说明该省在关键词选用上与国家级政策存在差
异袁这可能是由于该省政策文件篇幅较短袁关键词较
少遥 重庆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分布一致性极低袁说明该
市政策中一些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与国家级政策差异

较大袁这可能与该市主要关注智慧教育袁智慧教育相
关关键词频次较高有关遥山西政策文本的分布一致性
和采纳一致性均较低袁但又比湖南和重庆稍高袁说明
该省政策文件在关键词选用和关键词频次方面都与

国家级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遥
从上述研究发现中不难看出袁野互联网+教育冶逐

渐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重要内容袁各省级政府
都在积极落实国家文件精神遥 现阶段各省域推进野互
联网+教育冶的着力点不尽相同袁节奏差异显著遥 可喜
的是袁部分省域的政策内容超前于国家文件精神袁反映
出野互联网+教育冶创新的省域区位优势袁为国家政策提
供了先行先试的创新经验遥笔者认为袁省域间政策差异
反映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与不平衡性遥目前袁
各省都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推进野互联
网+教育冶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文件精神袁许多省域正在制
定野互联网+教育冶的专门文件袁可以预见袁野互联网+教
育冶 必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政策
热点袁接下来一段时间或许有更多的政策涌现遥本研究
的时间点处于国家专门政策出台半年内袁部分省域的
落实文件尚未出台袁研究结论只能反映特定时间节点
的政策情况袁不具有一般性遥 但研究发现可以为各省
域制定野互联网+教育冶专门文件提供重要借鉴遥

研究基于关键词展开分析袁但关键词本身具有依
赖语境的特征袁研究在结论解读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回
溯原文袁基本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袁但关键词分析方
法本身的非精确性特征仍无法避免遥 在后续的研究
中袁可以考虑引入一些词序尧语篇的建模分析方法袁进
一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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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n November 2021, the State Council made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dvoc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Internet +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that us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update the ideas of
education, change the models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 is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from the integration to the innovation, and its focus and work
idea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ducation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are
studying the national document and formulating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their own regi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27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ssued by each province from 2015,
when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Guidance o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rnet+" Action, to July 2022. By
constructing a databas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policy keywords and analyzing the word frequency of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in each province, this study trie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policy orientation in each province, includ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national documents is
implemented and the focus of promotion program in each province. Taking "six new" extension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proposed by the author as the policy observation points, the ontology databas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studied by the author's team as the basis, and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as the corpu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rnet + Education" policy keyword database with 2,592 keywords, 7 categories and
28 subcategor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word frequency of provincial documents with the help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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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and reveals the rule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policy orientation in China's province in terms of
consistency, attention and richness of expressions. It is found tha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ay the most
attention to the new model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documents, followed by new spaces, new
elements, new systems, new idea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content, the provincial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provincial regions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Tianjin and Beijing have rich expressions in several "new" dimensions, and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in terms of policy deployment. The provincial regions
represented by Zhejiang, Gansu and Ningxia have rich expressions in a certain "new" dimension, and are
in the key breakthrough stage in some fields in terms of policy deployment. In Hunan, Chongqing, Shanxi
and other places, the policies are less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richness of expressions in
each dimension is not prominent, and the policy deployment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The policy
keyword database in this study provides academic guidance for reader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innovative
direction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further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n provinces.

[Keywords] Internet + Education; Policy Keyword Database; Province; Policy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ali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the diversified learning needs of learners is prominent, and a profound conceptual change
is urgently needed. Based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brought about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driven, application-based, service-oriented,
and technology-enabled principl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on-demand learning paradigm, which refers
to a learning paradigm in which learners meet the progressive requirements of multi -level learning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diversified learning needs in a natural context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environments and services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ce of the on-demand learning paradigm and the ele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learners' learning needs, the progression of matching learners' on-demand learning paths,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learner interactions,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teachers to provide instructional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on-demand learning scenarios enabl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r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gital resources, stakeholders,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Keyword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On-demand Learning; Learning Paradigm; Theoretical Progression;
Elementa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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