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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实践活动袁旨在探索智慧教育的新理念尧新战略和新经验遥 为系统

梳理和分析我国智慧教育实践现状尧 发展特点和可推广经验袁 研究以智慧教育的十大特征为分析框架袁 对 2022年至

2024年间的 987个优秀智慧教育案例进行内容分析遥研究发现袁最受关注的三个主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尧泛在智慧

学习环境和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计划曰较少关注的三个主题是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守尧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和合

乎科技伦理的技术应用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东尧中尧西部地区案例主题的关注趋势与全国整体趋势呈现出一致表现遥 未来袁

智慧教育实践应强化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袁积极应对技术伦理挑战袁注重培育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能力袁并推

动可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和多元协同机制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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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当前袁以 ChatGPT尧DeepSeek等应用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教育的系统性变革袁 凭借其强
大的语言理解和交互能力等袁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进入新阶段遥 而智慧教育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
阶形态[1]袁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袁已成为
技术变革教育发展的主旋律遥各国积极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袁探索智慧教育的多样化实践路径袁旨在构建
由国家尧区域和学校提供的高学习体验尧高内容适配
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系统袁确保教育的全纳尧公平
与优质[2]遥 我国智慧教育实践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两种途径协同推进[3]遥前者由政府主导袁通过政
策引导尧资源配置和试点示范等方式推进区域智慧教
育发展袁如教育部遴选 18个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袁围绕

建设重点袁因地制宜开展创新探索与实践曰后者则以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尧学校和企业等为主体袁自主开展
智慧教育创新实践袁形成大量具有区域特色和推广价
值的优秀案例遥 当前袁智慧教育实践已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多元探索格局袁典型案例不断涌现袁但其实践现
状尧发展特点和可推广经验等方面尚缺乏系统梳理和
综合分析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 2022年至 2024年间由教
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面向
全国遴选出的智慧教育优秀案例为分析对象袁探究智
慧教育的实践进展袁 总结典型经验并归纳发展趋势袁
以期为推动我国智慧教育的持续深化提供参考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案例样本选取
自 2022年起袁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

DOI:10.13811/j.cnki.eer.2025.06.007 教 育 数 字 化

基金项目院2022年度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野学习环境智联计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冶渊项目编号院2022ZD0115905冤

49



电化教育研究

目专家组秘书处连续三年面向全国征集智慧教育案

例袁并联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渊北京尧华
中尧西北冤组成专家评审团队袁共同评选出优秀案例文
本袁集中展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尧学校和企业等在智
慧教育建设中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成果遥 本研究以
2022年至 2024 年评选出的 987 个智慧教育优秀案
例文本作为分析样本袁 其中袁2022年 123个袁2023年
324个袁2024年 540个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智慧教育优秀案例进

行分析遥内容分析法旨在通过定量的统计方法和工具
对研究对象进行处理袁凭借其客观尧系统尧量化等特
点袁广泛使用于文本材料分析中[4]遥该方法能够从统计
数据中总结定性结论袁 如概述智慧教育的实践进展袁
厘清优秀案例的异同特征等遥为确保研究过程的严谨
性袁本研究严格遵循内容分析法的一般研究过程遥 第
一袁整理符合条件的案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遥第二袁确
定内容分析框架袁构建结构化类目表袁包括案例名称尧
年份尧地区尧类别等遥 第三袁实施编码遥 为提高编码效
率尧保证结果准确性袁本研究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对案例文本进行初步编码袁后由研究团队对所有
编码结果进行人工审核校对袁并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对
编码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遥 第四袁利用图表形式直观
呈现数据袁分析智慧教育实践现状袁并提出有针对性
的策略建议遥

渊三冤分析框架
当前袁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正推动教育生态

的系统性变革袁野智慧教育元年冶已经到来并开启教育
变革的无限可能遥 然而袁智慧教育的发展涉及研究主
体尧实践主体与技术主体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袁不同主

体对智慧教育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袁实践路径亦呈现
多元取向遥 为厘清智慧教育的内在特征与实践逻辑袁
黄荣怀教授团队基于 2022年国家智慧教育框架提出
了智慧教育的十大特征袁从发展目标和实践取径两个
维度对智慧教育进行了系统概括[5]遥 本研究以此为基
础构建分析框架 渊见表 1冤袁 对案例文本进行系统分
析袁以揭示当前我国智慧教育的价值导向尧实践形态
及其特征分布袁为智慧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提供实证
依据遥

三尧数据呈现

渊一冤不同区域的案例数量
根据统计结果袁北京渊118个袁占比 11.96%冤和广

东渊114个袁占比 11.55%冤的智慧教育优秀案例数量最
多袁均超过 10%袁显著领先于其他地区袁构成第一梯
队遥上海尧湖北尧湖南尧四川和山东的案例数量次之袁占
比在 5%~10%袁形成第二梯队遥 第一尧第二梯队共有
605个案例袁占全部案例的 61.3%袁说明这七个地区在
智慧教育实践探索中表现突出袁 发挥着 野先锋队冶作
用遥其他省份渊直辖市冤案例数量较少袁归入第三梯队袁
共有 382个案例袁占全部案例的 38.7%遥 另外袁从东尧
中尧西三大地域分布来看袁东部地区案例数量 529个袁
占比 53.60%袁 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曰 中部地区 278
个袁占比 28.17%曰西部地区 180个袁占比 18.24%遥这三
组数据说明智慧教育实践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

著的地域差异袁优秀案例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且
教育资源充足的地区袁 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相对滞
后袁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为应对这种地区间的不均
衡性袁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
与资源倾斜袁以促进区域间智慧教育的协同发展遥

维度 特征 描述

智慧教

育的野发
展目标冶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数字化赋能课堂的教学结构尧教学模式以及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型袁促进有效学习
全面发展的学习评估 采取适应性措施和技术工具袁提供个性化的即时反馈袁引起师生参与教学的积极变化

泛在的智慧学习环境
建设泛在网络尧学习空间尧学习工具尧学习资源尧数字终端尧网络安全等袁为学生跨场域联
通的学习提供支持和服务

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
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应增强其持续改进能力以应对变革袁强调一种不断追求进步和优
化的文化氛围

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守 践行包容尧公平尧有韧性的教育袁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智慧教

育的野实
践取径冶

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 利用数字技术帮助学生拓宽社交范围袁参与学校乃至全球社区的活动袁培养世界数字公民
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计划 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教师持续研修与改进教学袁建设具有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教师队伍

合乎科技伦理的技术应用
确保教育数据的隐私保护与开放共享之间的平衡袁并考量人工智能工具在教育应用中的
可信度尧可控性和公正性

可持续的教育改革规划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性愿景袁制定前瞻性政策和行动计划等袁实现教育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的跨部门尧跨区域协同 强调相关利益主体的多方协同参与袁扩大公共教育服务的供给范围

表 1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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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案例类型分布
从 2022至 2024年袁评选出的智慧教育优秀案例

共分为四类遥 区域建设类 183个渊18.54%冤袁聚焦区域
智慧教育发展的亮点举措尧特色成效与示范经验遥 学
校实践类 703个渊71.23%冤袁围绕课堂教学改革尧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尧家校社协同育人
等方面展开遥 研究成果类 57个渊5.78%冤袁主要是科研
机构和团队围绕基层一线问题形成的新理论尧 新模
式尧新方案等袁旨在解决智慧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具体
难题遥 解决方案类 44个渊4.46%冤袁主要是企业提供的
智能教育装备尧系统平台尧工具软件等智慧教育解决
方案遥其中袁学校实践类案例占比最高袁区域建设类案
例数量相对较少遥 研究成果类和解决方案类占比虽
少袁但在促进技术创新和提供实践支持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遥

渊三冤案例主题分布
基于智慧教育的野发展目标冶和野实践取径冶两大

维度的分析框架袁此次编码共提取了 4,838个相关条
目渊典型条目示例见表 2冤遥其中袁795条描述了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袁427 条描述了全面发展的学习评估袁
727条描述了泛在智慧学习环境袁666条描述了持续
改进的教育文化袁315条描述了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
守袁126条描述了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袁686条描
述了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计划袁125条描述了合乎科
技伦理的技术应用袁588条描述了可持续的教育改革

规划袁383条描述了有效的跨部门尧跨区域协同遥 根据
智慧教育的十大特征分析框架袁不同案例的内容主题
各有侧重遥 整体来看袁60.56%的案例主题聚焦于智慧
教育的野发展目标冶袁39.44%的案例主题则关注智慧教
育的 野实践取径冶遥 具体而言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渊16.43%冤尧泛在智慧学习环境渊15.03%冤尧教师发展的
优先支持计划渊14.18%冤是各区域尧学校尧企业等最关
注的主题遥 相比之下袁 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守
渊6.51%冤尧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渊2.60%冤和合乎科
技伦理的技术应用渊2.58%冤涉及最少袁反映出当前智
慧教育实践对这三个方面的实施力度和关注度有待

加强的问题遥 而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渊13.77%冤尧可持
续的教育改革规划 渊12.15%冤尧 全面发展的学习评估
渊8.83%冤和有效的跨部门尧跨区域协同渊7.92%冤占比相
对均衡袁说明各主体在这些主题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
实践进展遥

根据表 3的统计结果袁东尧中尧西部三大区域所有
案例中袁涉及最多的三大主题依然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尧 泛在智慧学习环境和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计
划袁涉及最少的三大主题也还是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
守尧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和合乎科技伦理的技术
应用袁 这一发现与全部案例的内容主题占比次序一
致遥此外袁尽管东部地区的案例数量最多袁涉及的主题
条目数量也最多袁但从东尧中尧西部三个区域的案例主
题占比来看袁各区域的案例主题分布基本一致遥 这表

特征渊条目数冤 典型条目举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渊795冤
推行野精智课堂冶袁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袁提高课堂效率遥 采用 AI学伴尧在线
课堂尧智慧作业尧英语听说等袁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资源和服务袁促进自主学习

全面发展的学习评估渊427冤
通过教育大数据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袁形成学生画像袁打造学生电子成长档案遥 利用 AI
构建学生心理健康图谱袁及时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袁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泛在智慧学习环境渊727冤
配备双师课堂系统尧智慧实验创新教室以及语音识别系统遥 构建数字化备课空间尧教研空间尧
教学空间等融合物理与虚拟环境的学习空间

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渊666冤
定期召开智慧教育专题推进会袁激励教师参与智慧校园建设和应用创新遥 实施野三研三上三
改冶的区域网络课例共研模式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袁提升教学质量

教育包容与公平的坚守渊315冤
提出一项用于三维数字人物创作的技术管线袁为不具备美术基础的学生提供另一种学习三维
人物创作的方法袁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学习

积极性学生社交社群建构渊126冤 组织云端讨论尧兰亭好声音等活动袁增强学生参与度和社会交往能力

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计划渊686冤
开展野智慧+冶课堂教学模拟上课尧智慧教育培训等遥 通过四级教研联动机制尧成长机制等形式袁
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数字教学能力

合乎科技伦理的技术应用渊125冤
长宁区通过权威源比对机制实现一数一源袁保障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安全性遥 闵行区重视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袁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袁为大规模创新应用提供数据基准和安全边界

可持续的教育改革规划渊588冤 制订叶兰亭小学教育集团智慧教育发展三年规划曳

有效的跨部门尧跨区域协同渊383冤
兰亭小学教育集团与定陶区第三实验小学尧隆林县新洲第一小学等结对帮扶袁开展干部教师
交流尧各类资源共享尧课堂教学共研活动

表 2 基于智慧教育十大特征分析框架的典型条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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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部

437 224 381 344 155 73 352 69 290 206
17.27% 8.85% 15.05% 13.59% 6.12% 2.88% 13.91% 2.73% 11.46% 8.14%

中

部

212 127 213 204 91 33 211 33 189 111
14.89% 8.92% 14.96% 14.32% 6.39% 2.32% 14.82% 2.32% 13.27% 7.79%

西

部

146 76 133 118 69 20 123 23 109 66
16.54% 8.61% 15.06% 13.36% 7.81% 2.27% 13.93% 2.60% 12.34% 7.48%

区

域

案例主题数量与占比

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

全面发展的

学习评估

泛在智慧

学习环境

持续改进的

教育文化

教育包容

与公平的

坚守

积极性学

生社交社

群建构

教师发展

的优先支

持计划

合乎科技

伦理的技

术应用

可持续的

教育改革

规划

有效的跨

部门尧跨区
域协同

明袁尽管不同区域因地理尧经济等因素导致智慧教育
优秀案例的数量有所差异袁但总体上这些区域所关注
的主题都呈现出相似的趋势遥

四尧智慧教育建设的实践进展

2022年袁 国家智慧教育框架从四个方面来阐释
智慧教育院技术赋能的教与学变革尧趋向智慧教育的
学习环境尧前瞻性的教育治理与政策计划和智慧教育
的整体及系统性考量[6]遥 以下将从这四个方面对智慧
教育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院

渊一冤技术赋能的教与学变革
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教学是智慧教育实

践的核心关切遥学生是教育的主体[7]袁智慧教育实践的
核心即在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教学袁帮助学生树
立数字化意识尧培养数字化能力遥各区域尧学校等教育
机构都非常重视运用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工具创新教

学结构尧教学模式尧课程设计和学习方式等袁以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袁优化学习体验袁促进深度且有意义的学
习遥 例如袁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博济桥街道第一小学
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袁 创建精品双师课程尧
智慧数字课程和五育实践课程等三大课程体系袁积极
探索实施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尧综合尧艺术等学科的新型
授课模式袁形成独特的野1+3+N冶课程模式袁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淤遥

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智能学习评估逐步受

到重视遥 智能时代的学习评估致力于充分发挥数字
技术的放大尧叠加与倍增效应袁调节师生在教与学活
动中的积极性行为变化袁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例
如袁 武汉市经开区在这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袁创

建了涵盖德智体美劳的智慧五育评价体系袁具体包
括 37个评价指标遥 学生可以通过参与测评测试尧社
团活动尧家庭劳动尧社会实践等活动积累野五育勋
章冶袁形成学生个人的综合学习分析仪表盘袁帮助教
师精准了解学生在知识尧能力尧思维尧素养尧态度和
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袁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
全面发展于遥
三是对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关注度不足遥社会情

感学习不仅关注学生的自我认知袁更强调学生对情感
理解尧人际关系尧社会规则等的协调处理袁这对于促进
学生理解尧提升教育质量尧适应未来生活和增进社会
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8]遥然而袁大多数地区和学校在探
索智慧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袁对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重
视程度较低袁 往往容易忽略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
养袁 更遑论将社会情感教育纳入学校正式的课程体
系遥 尽管有少数学校在开展数字化教学过程中袁尝试
利用数字技术创建学生社交网络袁帮助学生了解不同
社群对同一文化的观念差异袁从而增强学生的参与感
和认同感袁 但这些社交活动范围通常限于学校内部师
生和家长之间袁尚未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袁积极参与到更
广泛的全球社区活动中去遥例如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上
漖小学利用数字化平台推进智慧阅读袁 创建以阅读为
专题的社交社群网络袁鼓励师生在社群内积极参与朗
诵活动袁畅谈对古诗词的理解袁并展示手抄报尧诗词书
签等学习成果袁促进师生的良性互动袁引导学生有效
阅读尧丰富精神世界和提升情感能力譻訛遥

渊二冤智慧学习环境建设
一是泛在智慧学习环境建设稳步推进遥智慧学习

环境建设是智慧教育实践的基础袁各区域尧学校尧企业

表 3 东尧中尧西部三大区域的案例主题数量及区域内主题占比

淤此案例来源于侯庆权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依托智慧教育平台赋能乡村教育振兴曳文本内容遥

于此案例来源于韩瑾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推进综合评价数字化改革袁构建区域教育新生

态曳文本内容遥

譻訛此案例来源于杜靖琳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书香润童心袁智慧新阅读曳文本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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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重视学习环境的智联融通袁 逐步实现了 5G校
园无线网络尧智慧教室尧智慧安防等设施全覆盖袁以
夯实智慧教育数字底座遥 从区域整体智慧学习环境
建设来看袁芜湖市 100%建成智慧学校袁每百名教师
拥有移动终端 32.9 台袁 每百名学生拥有移动终端
32.1台譹訛遥 从学校层面的学习环境建设来看袁南昌市
红谷滩区华南路小学在校园内建设图书馆电子阅览

室尧道路旁电子阅读屏等袁构建全天候的阅读空间譺訛遥
清华附小提出野四横两纵冶的智慧校园建设框架袁打
破传统学校围墙袁形成学校尧社区尧家庭等物理空间
的联动譻訛遥

二是智慧教育实践中合乎科技伦理的技术应用

亟须加强遥随着新兴智能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涌现并被
引入智慧教育实践应用中袁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也随
之浮现袁包括算法歧视尧数据泄露尧主体失衡尧道德失
范和工具滥用等[9]遥然而袁在过去三年的智慧教育优秀
案例中袁仅有 125个案例提及了技术伦理问题袁在全
部编码中仅占比 2.58%遥 更值得注意的是袁这些案例
中没有一个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进行全篇阐述的袁仅
在某些段落中简要提及遥 同时袁这些段落也主要谈及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袁很少有案例讨论如何避免
技术工具所带来的偏见或歧视袁以及对新技术引入的
持续监控袁以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遥 人工智能工具在
教育应用中的可信尧可控和公正等问题袁也未得到充
分探讨遥

渊三冤教育治理与政策计划
一是技术赋能教育的前瞻性政策计划平衡发展遥

前瞻性的教育数字化政策计划的有序实施袁是确保智
慧教育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前提遥 自 2022年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袁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教育
数字化转型政策文件袁地方也相继发布了本地区的教
育数字化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袁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

转型遥 例如袁绵阳市涪城区委尧区政府明确了从野教育
强区冶到野科教强区冶的战略定位袁将智慧教育建设纳
入政府重点工作袁并出台叶涪城区智慧教育建设管理
办法曳叶建设教育强区的实施意见曳等文件袁明确了智
慧教育的发展方向袁建立可持续发展愿景袁还投入专
项资金用于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譼訛遥同时袁学校也在贯
彻落实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基础上袁制
订了学校的发展计划遥 例如袁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形成野学院整体发展规划+数字校园专项行动方案+年
度工作推进计划冶三层规划体系袁以引领和推动学院
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譽訛遥

二是教师发展的优先支持是智慧教育人力资源

投入的关键遥 教师是智慧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袁大多
数区域都非常重视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技能的培养遥
在所有案例中袁 有 686个案例涉及教师专业发展袁占
案例总数的 69.5%袁其中袁整篇都以教师专业发展为
主题的案例有 64个遥例如袁长沙市芙蓉区在这方面做
出了积极探索袁他们构建了教师智慧管理系统袁并研
发了一系列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箱袁包括区级网
络研修平台尧教师培训管理平台尧电子证书系统等袁这
些系统工具从教学力尧学习力尧研究力尧应用力和辐射
力等五个维度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胜任力袁为智能施
教和精准培训提供有力依据譾訛遥 深圳市云端学校则采
用野全国知名专家深度参与要市区教研员驻点指导要
市区名师牵头冶的嵌入式同研同培教研模式袁有效帮
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譿訛遥

渊四冤智慧教育的整体及系统性考量
一是智慧教育是推动包容尧公平尧有韧性教育的

必然选择遥 在现有的优秀案例中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
镇中心小学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袁构建野双
师课堂冶教学环境袁并利用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开展野双
师冶专递课堂袁学习过程中重视个体差异袁满足学生多元

淤此案例来源于李兵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数字化赋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芜湖实

践曳文本内容遥

譺訛此案例来源于郜文娟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从野会阅读冶到野慧悦读冶曳文本内容遥

譻訛此案例来源于窦桂梅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从育人原点出发打造智能化尧个性化尧泛在化

智慧教育新形态的小学实践曳文本内容遥

譼訛此案例来源于雷震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数智赋能袁统筹推进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曳文本内容遥

譽訛此案例来源于吉朝明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打造野五能联动冶新模式袁助力校园数字化转

型新发展曳文本内容遥

譾訛此案例来源于陈婕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野智慧画像冶助推教师发展评价改革曳文本内容遥

譿訛此案例来源于龚卫东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深圳市云端学校院智慧教育的新样态曳文本内容遥

53



电化教育研究

需求袁从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譹訛遥国
家开放大学则开发了集口语智能训练尧 作文智能批
改尧虚拟教师尧自适应学习系统为一体的英语智慧教
学体系袁致力于满足不同基础尧习惯和喜好的英语学
习者需求袁为超过 300万英语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服务和体验譺訛遥 青岛三江学校通过数字技术综合评
估特殊学生在认知尧言语尧沟通等方面的差异袁构建了
基于技术赋能的特殊教育多感官智慧课堂袁采用野双
师混融袁全线贯通冶的教学模式袁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感官能力譻訛遥

二是持续改进的文化还需不断深植于教育系统

的各个环节遥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是支撑教育系统整
体性变革不可或缺的条件袁也是影响智慧教育发展的
保障因素遥 在所有案例中袁有 657个案例涉及在课程
教学模式尧教师数字素养尧数据驱动决策尧管理规划实
践等方面建立一种不断追求进步和持续迭代的文化

氛围袁以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挑战遥例如袁上海
市闵行区通过构建智慧教育云平台袁致力于以数据驱
动的方式不断调整和优化个性化学习尧 差异化教学尧
智能化服务尧精细化管理譼訛遥上海市闵行区上虹中学依
据 野基础调研寅发现问题寅分析问题寅解决问题冶的
方法与步骤袁借助野闵智作业+智慧纸笔冶平台袁进行
野测试渊Test冤寅数据渊Data冤寅分析渊Analysis冤寅改进
渊Improve冤冶路径下的精准课堂教学改进的探索袁形成
了 TDAI模型譽訛遥

三是有效战略伙伴关系初步形成遥 有效的跨部
门尧跨区域协同对整体教育质量有重大影响 [10]袁它能
够从战略上激励多部门参与者共享知识与资源袁推动
公共教育服务事业的发展遥当前袁在政府的引导下袁相
关教育事业单位尧各级各类学校尧互联网科技企业以
及科研机构等各方都积极主动构建合作交流机制袁初
步形成了一个以本单位为核心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袁
共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教学质量提升遥 例如袁

深圳市南山区探索野高校要政府要学校冶应用推进模
式袁建立野政府主导投入尧企业参与提供尧学校购买服
务冶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机制袁打造区域范式袁形成校际
联盟袁并组建跨学科尧跨部门数字化学习共同体袁开展
创新应用研究譾訛遥

五尧智慧教育建设的未来因应

渊一冤强化智慧教育发展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
一是引导东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遥通过定期组织东部地区的教学名师与中西部地
区的教师开展联合教研袁分享优质课程资料和教学案
例袁进行教学指导和经验分享曰同时袁利用数字技术手
段实施双师课堂教学袁共同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袁确保
西部地区能够落实好尧开好国家规定的每门课程遥 二
是加大专家智力资源支持力度遥针对中西部地区智慧
教育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难点问题袁 组建来自教育尧
管理尧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家智力服务团队袁精准匹
配中西部专家智力资源实际需求袁 携手开展智力合
作袁协助中西部地区更新教育理念尧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尧升级智慧学习环境尧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等曰共同探
索既能符合当地智慧教育建设现状袁 又能引领未来
发展方向的智慧教育新模式和新途径遥 三是提高智
慧教育相关科研项目资源配置比重遥 通过制定专项
政策袁 鼓励并支持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智慧教育
科研项目数量袁 同时在资金额度方面给予适当倾斜袁
确保其能够深入研究并有效解决中西部地区智慧教

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袁进而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遥
渊二冤注重培育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能力
一是加强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遥社会情感能力是

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袁面对复杂情境时需要具备的一系
列与个体适应和社会性发展相关的核心能力[11]遥 学校
应围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目标袁设计并开展社会
情感学习的课程教学袁营造积极尧开放尧包容的社会情

淤此案例来源于刘剑萍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智慧花开乡村间院莲花镇中心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应用实践曳文本内容遥

譺訛此案例来源于郑霁鹏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AI赋能大规模成人英语教学共同体建设实

践曳文本内容遥

譻訛此案例来源于任荟霖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双师混融 全线贯通曳文本内容遥

譼訛此案例来源于何美龙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激活数字要素价值赋能智慧教育生态融合与

创新曳文本内容遥

譽訛此案例来源于祝庆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基于野TDAI冶模型的精准课堂教学改进的校本

实践曳文本内容遥

譾訛此案例来源于杨珺等提交给教育部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的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南山路径曳文本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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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学习校内支持性氛围袁 支持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遥
同时袁 应建立多方利益群体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袁形
成合作互助的学校尧家庭和社区伙伴关系袁不断深化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袁帮助学生全面发展袁塑造
积极人格特质袁获得终身幸福[12]遥 二是持续提升学生
的数字素养与技能遥 培养数字素养与技能是人们适
应世界快速变化的 野关键钥匙冶袁 也是其实现终身学
习尧拥抱未来社会的必要条件[13]遥 学校可以将数字素
养教育融入学校常规课程袁实现学科融合与跨学科教
学袁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袁落实信息科技课程标准袁
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自主学习能力等袁全面提升学生的
数字素养与技能遥三是培养智能时代学生所需的关键
能力遥为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
节的现实袁 培养智能时代学生的关键能力至关重要袁
需聚焦持续终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尧利用人工智能的创
新能力尧多次灵活就业的适应能力尧不确定性状况的
处置能力袁 以及富智能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等五个核
心关切能力[14]遥

渊三冤积极应对智慧教育实践中的技术伦理挑战
一是建立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平衡机制遥全面开

放的数据共享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袁而数据
共享过少袁即过度的隐私保护则使人类无法享受信息
社会的舒适与便利[15]遥 因此袁我们在积极促进高质量
数据共享的同时袁理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尧实施
数据访问控制和加密尧 采用数据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尧
应用隐私计算技术尧加强数据安全治理尧培养数据伦
理文化尧定期开展风险评估监测等方法袁平衡好信息
共享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遥二是在设计教育数字产
品时将伦理考量置于重要位置遥在教育数字产品设计
和开发过程中袁应综合考虑研究主体尧实践主体尧技术
主体尧应用主体对产品的应用场景尧兼容环境尧衔接时
序尧安全应用等方面的意见袁有效避免野技术黑盒子冶

和野方案空盒子冶的野双盲盒冶现象袁以确保教育数字产
品安全达标袁增强透明度与可解释性遥 三是构建教育
数字产品的校园准入体系遥教育主管部门应在教育数
字技术产品的审查尧测评尧认证尧监管与问责等方面建
立规范体系袁实行黑尧白尧灰名单的动态管理袁创建教
育数字技术产品综合服务平台袁确保教育领域数字技
术的可信应用[16]遥 四是做好智慧学习环境的评测与升
级遥 为全面评估智慧学习环境的效能与质量袁需要构
建一个多维综合评测指标体系袁涵盖技术性能尧学习
成效尧教育资源质量尧学习支持服务尧用户体验尧隐私
保护和数据安全等维度袁并特别关注技术应用是否有
效促进教育公平与包容遥

渊四冤推动可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和多元协同机
制建设

一是推动可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建设遥在教育数
字化的全要素渗透尧全流程管理尧全业务覆盖和全域
融合的每一个环节中袁都需秉持持续审视尧深刻反思尧
积极改进与勇于创新的核心理念袁不断寻求一种持续
进步和优化的文化氛围袁以提升学校自身持续改进能
力袁应对教育系统变革遥 同时袁要强化持续改进意愿袁
着重构建一个基于信任尧包容尧协作的文化环境袁允许
师生犯错袁鼓励从错误中学习袁也支持师生建立自己
的规则袁在规则框架内自由探索和创新遥 二是建立多
元协同工作推进机制遥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在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袁公共教育服务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正在逐渐增加袁导致教育治理
共同体所应对的跨部门尧 跨区域工作事务日益增多袁
且呈现出常态化趋势遥为高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公共教
育服务需求袁我们应持续巩固由政府尧学校尧企业尧科
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袁协同扩
大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范围袁共同推动智慧教育新生态
的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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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a wide range of smart
education initiatives are currently being actively advanced worldwide, aiming to explore the new concepts,
new strategies and new experience of smart education.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ferable experience of smart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en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educatio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of 987 excellent smart education cases from 2022 to 2024.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
most prominent themes are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the ubiquitou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prioritized support plans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Conversely, the three less prominent themes are the
commitment to educational inclusion and equity, 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student social commun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ethical standard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rends of
case them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national trend. In
the future, smart education practices should strength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ctively
respond to technological ethics challenges,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ies needed for fu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cultures and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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