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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变革作用，更好推动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

根据新的形势研究确定我国教育信息化2.0时期的新发展策略。立于新时代分析教育的新趋势，着眼国家对教育

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探讨，有必要将融合创新、优服全学以及科技引领作为我国新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策略。融

合创新策略的核心是发挥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促进教育多样化融合发展，促进教育时代化的创新发展；优服全

学策略的本质是借助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强大力量，支撑、驱动新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建构史无前例的大教

育，开创人类教育的新纪元；科技引领策略的内涵是通过教育信息化特有的科学研究提升教育信息化的科学发展

水平，以及通过教育信息化特有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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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呼唤加强教育信息化2.0发展策略
研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的
这句名言揭示了策略对于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进入
2.0的我国教育信息化，正处于具有多维特征的新
时代，迫切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制定教育信息化
策略，谋划制定科学的行动方略。

当今时代的多维特征，既包括人类正快步进入
智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
入创新驱动、创新强国建设的创新发展时期，进入
加快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新阶段，进入科学协调的
高质量发展时期，进入主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塑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时代，还包括信息技术不
断向纵深发展推动着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区
块链+”“人工智能+”所有这些都要求我国教育信
息化有匹配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的发展策略。

自人类进入21世纪起，我国教育信息化加快谋
划、不断探索、扎实推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策
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学术界对全
国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策略的研究成果非常少。
2010年以来，我国在CSSCI期刊发表的有关教育信
息化策略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特
定教育类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策略研究，比

如，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策略、高等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策略、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策略；二是特
定类型区域教育信息化策略研究，比如，欠发达农
村[1]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策略的研究；三是教育信息
化具体工作方面的策略研究，比如，网络学习空
间推进策略[2]、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升策略[3]、
教育信息化资源整合策略[4]、教育信息化服务主体
协同策略[5]、教育信息化人文环境建设策略[6]、教
育信息化促进公平的策略[7]研究；四是某一区域特
定教育类型的教育信息化策略研究，比如，民族地
区学前教育信息化策略[8]、技术“极化”区基础教
育信息化策略[9]、县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策略[10]等研
究。由以上策略研究类型可见，有关全国层面的教
育信息化策略研究，是我国教育信息化研究的薄弱
环节。

当然，缺少对于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策略
的学术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国家层面的教
育信息化策略，事实上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
程中，有许多近似的教育信息化策略，这就是在
国家教育信息化文件中出现的教育信息化方针。
比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应用驱动、
共建共享、深度融合、机制创新等等的方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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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同样缺少对国家层面教育信息化方针的理
论探讨，因此很有必要就全国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发
展策略进行系统化研究。

系统分析总结我国教育信息化取得的经验[11][12]，
战略指引、组织推进、育人为本、队伍为先、应用驱
动是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已然策略[13]，立于时代分析教
育发展新趋势，着眼国家对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期待的
研究表明，融合创新、优服全学和科技引领，可以而
且应该成为我国新时代2.0教育信息化的新策略。

二、融合创新策略

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2.0，即意味着教育信息
化“转段”进入融合创新的新阶段[14]，我国此前的
应用驱动、应用融合的教育信息化方针，相应地要
进化为融合创新策略。

融合创新策略的基本内涵是信息技术进一步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多元化融合发展，促
进教育时代化的创新发展，推动按工业时代要求建
构的教育向创新重构为智慧时代的教育发展，使教
育信息化在“器”“术”“法”“道”贯通的多层
面上发挥作用[15]。

(一)促进教育多样化融合发展
“融合”具有密不可分、互相渗透、互相作

用、有机结合、无缝连接的意思。融合创新策略中
的融合，既包括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又包括教育各要素、影响教育发展各因素在信息技
术所提供“管道”的支持下实现贯通与融合。

首先，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
要将信息技术发展成为教育变革的内生变量，与教
育教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生共创：一方面是
信息技术深度介入教育教学过程，对教育教学的变
革起支撑、引领、驱动作用，进而形成新的教学理
念、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
教学组织、课程形态、教学模式；另一方面是新的
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的出现与发展，又对信息技术
提出新的要求，促进为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而发展
更适合的先进信息技术。

其次，要加速实现以下方面的融合：(1)虚实
世界融合。计算机与网络的诞生与发展，催生了
虚拟世界。初生的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是分离的，
但随着智能技术、云技术、物联感知技术、AR/VR
技术、3D打印技术、边缘计算技术等等的问世和
不断发展，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间具有了高度交融
的可能性，因此教育信息化的再发展要解决好虚实
世界两张皮的问题，且就学习服务而言至少可先从
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实验、实践、

实训中心，向在线学习者线下学习开放，同时要视
需要补充创建区域性的实验、实践、实训中心；二
是倡导和着力培养具有虚实融合特征的“信息创造
力”；三是“嫁接”单位及社会上的安防系统，借
用于向在线学习者提供鲜活的社会化学习内容。
(2)知行创融合。教育既要知行合一，又要在信息
技术的支持下走向知行创合一，要支持学习者做到
在专业和业务方面知行创合一，即要实现在思想和
德育领域的知行合一与专业和业务方面的知行创
合一的融合与统一[16]，而且在“创”的方面要不断
有新要求。在我国STEAM、STEM教育渐成趋势，
仅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中文期刊论文多达2000
篇，然而STEAM还只是知与行的“融”，未来还
要加上“创”，普遍发展为STEAMC。其中新增的
“C”是代指创新创造(Creation)。对于信息技术课
程，还可进一步拓展为ISTEAMC，即再增观念、
思想(Idea)[17]。(3)个体认知与协同认知融合。现代
技术的发展已使许多人外之物能够帮助人们感知、
分析、判断、预测、预警、计算、记忆、决策[18]，
且对促进人的现代化、促进教育的现代化，意义重
大。特别是人工智能已从计算智能、感知智能不断
向认知智能迈进，具有语义内涵理解、判断甄别、
深度学习等能力，为助人认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实现个体认知与协同认知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除了以上融合外，还要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促
进教育走向跨学科跨界跨行业的融合，以及在信息
技术高度支持下实现特殊人群与正常人一同学习的
“融合教育”。当然，以上融合将以多样的先进信
息技术融合运用为前提。

(二)促进教育时代化的创新发展
在融合创新策略中，融合是方式、手段、路

径，创新既是手段、路径、方式，但同时又是目
标，也贯穿教育信息化全过程，有特别高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所提出的“要
达成全方位创新”，且全方位创新要紧紧围绕“努
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
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
育治理新模式”开展，真正围绕发挥信息技术对教
育的革命性作用、以信息化支持建构时代化的教育
而施力。

实施融合创新策略，逐步达到全方位创新，
要抓主要矛盾，围绕教育的根本性改变谋划，力求
“纲举目张”，要重在机制创新、平台创新、学习
方式方法创新、教的方式方法创新、教育评价创
新、教学内容创新、教育资源形态创新、教育模式
创新、课程形态创新以及教育信息化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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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范等方面颠覆创新。
回眸已有历程发现，过去教育信息化更多是

让信息技术在传统教育框架内做增强性贡献，现在
必须实现战略性转型——转向全新建构真正与智慧
时代匹配的教育。教育信息化支持建构智慧时代的
新教育，已成为时代新呼唤。从漫长的教育长河
看，具有传播性特征的技术始终是教育变革的革命
性推动力量，文字、纸张、活字印刷、视听技术的
出现，都将人类教育推向新高度，开启教育的新纪
元，当今既具有传播特征又具有智能特征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同样将会对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且教
育正处于这种影响“量变引起质变”的关键节点，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难得的率先创新教育的大好时
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教育的初创以及
长时间的早期发展中是引领者，现在又到了我国再
引领教育发展之时[19]！

建构智慧时代的新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创新、
创新教育、创新与时代匹配的教育。当今教育许多
方面是按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要建构的，在第二
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虽然有变革，但是并无根本
性改变。教育未产生根本性改变也在情理之中，因
为人们尚未来得及建构新教育，结果以人工智能等
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悄然而致。人工智能等
新兴技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累积的技术相结合，深
刻改变着世界，尤其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
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不仅继续加速
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加速替代人类的脑力
劳动。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发展了人类，在人工
智能等技术逐步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
动后，人类必将加速发展创新创造式的新的劳动形
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更好进化而不至于退化。
当今建构新的教育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和必要，
而在这方面教育信息化能够且必须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融合创新策略，对从事教育信息化的人提
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路更
新、考虑更深，对技术和时代的发展有更全面的洞
察，要具有更强烈的创新意识，更高层次的创新精
神，更为科学的创新思维，更加有为的创新担当，
更高水平的创新行动，在创新中使教育越发具有时
代性和现代性。

三、优服全学策略

优服全学策略是指教育信息化将为全国人民
的学习提供优质服务作为新时期的出发点。这里的
全国人民的学习，包括所有能够学习的所有人的学
习，即既包括通常意义上学生的学习，又包括所有

在职人的岗位学习与提升，还包括所有家长的学
习和所有老年人的学习。这里的优质服务是指不
仅要为全民的学习提供服务，即由通常的服务小
教育扩大到服务大教育，而且要为其提供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几十年累积式发展而形成综合巨大作
用的优质服务。

优服全学的本质是借助信息技术强大的变革教
育之力量，支撑、驱动新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
建构史无前例的优质大教育，开创人类教育的新纪
元，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教育新局，使教
育与智慧时代相称、相匹配。

将教育信息化扩大到服务全体人民的学习需要
极大的胆识。要从1978年国家下决心兴办广播电视
大学扩大教育规模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在新
的时代勇于并有高超的能力建构新型的信息化大平
台，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大国统筹推进、集中财力办
大事的优势，支持服务全民的全时、高效、个性化
的学习。

优服全学策略的实施，意义重大。在14亿人口
的大国，教育要由过去周到服务不足3亿名在校学
生的学习，扩大到优质服务10多亿已经具有学习能
力的所有人。这将发展成为人类教育、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的新壮举，将过去不敢想的事在我国转化为
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10亿
量级人口的大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成为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伟大壮举，毕竟像美国
这样的世界经济与科技第一强国，消除贫困还遥遥
无期，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具有3亿多人口的
美国，有3970万贫困人口，每晚还至少有50万美国
人无家可归[20]。可以预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二
个百年目标中，优质地服务全体人民学习，使人人
皆学、人人想学、人人优学，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
学习型社会，将会成为人类新壮举而载入史册。

实现优服全学，任务十分艰巨。优服全学不仅
使服务学习的人数是过去服务全国学校学生数的数
倍，而且每个社会学习者的文化基础不同、职业不
同、学习需求不同。采用传统的学习服务方式，要
实现优服全学是不可能的，但是采用信息化的方式
创新思路、路径和方法，可化难为易，可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

要实现优服全学，必须另辟蹊径：建设聚集
一流水准的数字学习资源的全国学习大平台，让学
习者通过平台进行一键通达式学习。该蹊径的奥妙
在于，让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发挥出高于过去百倍、
千倍、万倍的功效。此种实现，在当前不需要很大
的投入，需要的是思想的解放和思路的突破。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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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信息化手段由仅仅服务于在校生的学习向同时服
务全体人民的学习拓展，再开发合适的信息化平台
将学校教育的资源迁移，则就为优服全学奠定了基
础。如此做，既可使服务学习对象的数量有数倍增
加，又不需要很多的额外资金和人力投入。服务面
向学校之外的社会学习，并不一定都是要取得学历
和学位的学习，其学习服务管理远不像在校学习管
理那么复杂。

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可使优服全学之“优”
超出通常的想象。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可做到在投入不多的前提下，
为学习者提供全国一流的优质资源学习，为每个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达到学习服务超大规
模与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从而促进广大人民时代化
学习水平与能力的极大提升。

我国现有的教育信息化更多着眼于学校教育，
没有将教育信息化的巨大作用最大化发挥。不可否
认，教育信息化存在“非显著性差异”，一个重要
原因是教育信息化更多在传统教育框定的范围内发
挥作用所致。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一的科学发展观，核
心是以人为本，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
位[21]，目标就是支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是中
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
这也要求教育信息化走服务全体人民学习的新型之
路。

学习者数量数倍的增加，师资如何解决？最佳
办法是加速教师生产力的时代性解放和使广大教师
有凤凰涅槃式的提升。新时代赋予我国教师以新使
命，且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一方面党和
国家期待教师成为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
的人，教师的使命更加光荣而伟大，另一方面随着
“后喻文化”的发展，教师已越来越没有过去那种
“给学生一杯水自己有一桶水”的优势了，而且数
字新生代见多识广，使得原来局限于学科的教师的
知识结构，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挑战与机遇
往往是并存的，机遇是信息化已赋予教师群体许多
新本领，其中最大的本领是教师借助于信息技术可
“穿越时空”面对“地球村”教育，天涯海角都可
成为近在咫尺的“课堂”，进而可“以一当万”，
使教师的教育生产力能有万倍量级的提升。面对面
的课堂授课，一个教师只能同时教育上百人，现
在在线教学，一个教师可同时教百万数量的人。当
然，技术可对教师赋能是外因，只是对教师整体作
用提升以可能性，当务之急是要创新方法将这可能
性转化为教师整体能力提升的现实性，进行在线学

习的创新制度设计，让广大教师在新的在线教育中
进行新的分工、新的合作，让教师能在更加专业化
的基础上向“专家化”发展，使教师成为新时代
能造就创新创造之人的创新型教师[22]，使新时代
的教师与教育规模、教育质量一起有相匹配的升华
性提升。

通过优服全学的实施，可利用信息技术推动
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提升，进而助力社会更好更快发
展。教育是与时代发展相随相伴的，教育理念、教
育目标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其服务人的程
度、范围以及服务内涵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提
升、拓展和丰富的，新时代教育完全可以在信息化
的支撑、驱动下，既拓展服务全体人民，又在服务
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新创造发展方面有极
大提升，也唯有如此教育信息化才能更好担负引领
和驱动教育现代化的使命。

互联网超出人们预期的不断发展，已使人类所
赖以生存的地球戏剧性地演变为“地球村”。在此
社会的大变迁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完全可
通过教育信息化手段破解因自然资源、经济水平、
交通条件、师资状况等等造成的教育区域悬殊的问
题，将教育公平推上新高度。优服全学策略一旦得
到有效和充分的实施，还可以助力社会治理能力的
提升，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1)在老年社会加
速到来的我国，以信息化的方式向老年人提供科
学设计的新型学习服务，就有可能将老年人口负担
转化为一定意义上的老年人口红利。(2)在国家教
育大平台中创新嵌入新型的家长学习服务，可将
家长们提升为可造就引领一代孩子成长的新型家
长，使一代远比一代强。(3)随着我国全面告别贫
困，通过信息化支持的方式远程相助，可加速精
准扶贫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精准扶智迈进，
可实现欠发达地区人民在脱贫的基础上，“富脑
袋”和“富口袋”并重，尽快走向精神生活和物
质生活的双重富裕之路[23]。(4)开辟以信息化手段解
决聋人、盲人和正常人无障碍交流的新途径，可
逐步达到在各类教育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教
育”。(5)教育信息化由服务在校学生转向服务全
体人民的学习，可将制造大国的加工型、生产型
制造业的人，提升成为能够创新创造的人，进而可
加速创新强国的实现。

四、科技引领策略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特征是以信息技术变革教
育，由此看似乎将科技引领作为策略是多余的，其
实不然。该策略是根据我国25年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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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而提出的，是着眼于能够使教育信息化发挥更
大作用、更好发挥作用的策略。科技引领策略的核
心要意是根据信息化引领、驱动教育现代化的需
要，进行教育信息化专有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而不是仅仅采用“拿来主义”，或有什么技术使用
什么技术。

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以教育信息
化支撑、引领和驱动教育现代化是重要教育战略，
而在支撑、引领、驱动等三大作用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是“引领”，因为“引领”既决定着“支撑”和
“驱动”的着力点和推动方向，同时又可为支撑与
驱动提供更大的力量。当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
已处于较高水平时，引领的方向与能力取决于教育
专有的科学技术所达到的高度，因此，通过提升教
育专有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提升支撑、引领和驱动
力，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2.0时期的重
要策略。

在已然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科学技术已经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期对其的期待甚至于是
依赖更大，此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越来越接近实现，对科学
技术的期待越来越大。我国自1993年江苏率先开启
教育现代化实践的建设，已有27年历史[24]，教育现
代化的水平已较高，“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
百米跑的冲刺阶段，越需要大的爆发力。

二是我国教育信息化25年的发展史，在世界
的教育信息化发展队列中总体上是由跟跑向并跑的
角色发展，引领之势初露端倪，而现在要支撑、引
领、驱动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人类历史上从未
有任何国家实现过的智慧时代的教育现代化、第二
次教育现代化，则必然要求从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
队列中脱颖而出，转化为领跑者，而作为新的领跑
者，在教育信息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创造方面
必须是领先的。

三是2.0教育信息化要支持构建人才培养新模
式、发展教育服务新模式、造就教育治理新模式，
要促进全方位创新，必然要依仗更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创造，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科技引领策略的内涵包
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信息化特有的科学研
究提升教育信息化的科学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通
过教育信息化特有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
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一)大力提升教育信息化科学研究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越发重视教育信息化科

学研究。200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增设“教育

信息技术”学科，开始加强教育信息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增设“教育
信息科学与技术”申请代码(F0701)，支持用自然科
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手段研究教育信息化问题，以
更好地建构时代化的教与学体系。新的时代对教育
信息化的科学研究有新要求，要特别注意导向如下
三个方面：(1)创新新技术支持的时代化教育理论，
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教育科学理论的突
破。(2)更加重视教育信息化原始创新研究。在我国
过往的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
跟风式的研究较多，炒作国外新概念、新名词的研
究较多，比如有关微课、翻转课堂、慕课的研究，
仅仅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就超过5万篇，更有甚
者看到国外的只言片语就抓住鸡毛当令箭。教育信
息化领域要破除科研上的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
要勇于、乐于、善于啃教育信息化科学研究的硬骨
头。(3)凝练重大的科学问题，组织优势力量攻关突
破。要重在教育公平、教育模式、课程形态、评价
模式、认知方式等创新方面协同攻关突破。现在更
多是以个体申报课题的方式形成研究，其好处是能
让更多的人参与研究，但难以形成专门化的研究队
伍，难以形成高层次研究团队，难以形成大的研究
突破，难以产出对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
果。从长远看，要大力造就专门化的研究队伍，形
成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基地。

(二)大力提升教育信息化技术创新创造水平
几年来我国越发重视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创新

创造。一方面，建立了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互
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互联网
教育数据学习分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
国家级工程中心和国家级实验室，以通过其专门从
事教育信息化技术研究突破。另一方面，根据我国
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在制约技术方面寻求突破，
其中成功的案例是研发远程教育新技术缩小数字鸿
沟，让边远和山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数字资源，推动
教育均衡，促进教育公平。比如在中国教育卫星宽
带传输网技术、VBI技术、IP数据广播技术方面的
研究突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按MEPG-4压缩标准
进行流媒体播送和将文件数据按UDP协议打包后以
IP数据包发送[25]，解决了将地面光纤网络线路通到
人烟稀少边远或山区学校和家庭的极端困难，相应
开通了20多个IP频道，借此创新了信息化促进现代
化教育公平提升的新形式。

时代发展总是对教育提出新要求，要通过教育
信息化的不断技术开发，解决不断发展的新要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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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新问题，这就要求具有科学的谋划、系统的设
计，确定主攻方向，在技术创新的制度、体制方面
寻求突破，进而能够达到引领世界的发展。在当前
至少要寻求以下技术的突破：

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聋人与健康人无障
碍交流的问题，让几千万聋人充分享受现代技术的
成果，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教育”。

二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解决学习追踪、学
习者个性精准分析、学习的智能辅导、学习资源精
准推送方面取得系统化突破的问题，为在线教育超
大规模化与高度个性化学习的统一铺平道路。

三是利用智能化技术支持外国语的家庭化学
习和自主化学习的问题，以利用人一生中语言学习
的最佳年龄期，突破外语学习时间长、效率低的问
题。

在教育的技术创新创造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我
国的优势所在。我国有举国体制技术创新的优势，
有华为等知名企业在新兴信息技术研发方面领先的
优势，有技术产品应用市场广阔的优势，同时有大
体量的教育经费增量支持优势，我们一定增强引领
自信，通过加快技术创新创造，将新兴的教育信息
化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国人手中。

五、结语

教育信息化与高速、分蘖、渗透、颠覆性发展
的信息技术紧密相连[26]，始终要在持续推进的教育
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了教育信息化永远在
路上，同时也决定了策略研究尤其是全国层面上的
策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以上立于时代、
着眼国家需求提出并系统探讨了融合创新、优服全
学、科技引领等三策略，但是这种探讨只是初步
的，希望由此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以使教育信
息化更好支撑、引领和驱动智慧时代的中国特色的
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加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
现代化发展道路。

融合创新、优服全学、科技引领三策略，既是
相互独立的，又是彼此联系的。融合创新策略着眼
于路径、方式、手段，优服全学策略着眼于教育新
纪元、新的教育供给侧的创建，科技引领策略着眼
于如何为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驱动教育现代化
提供理论和技术的支撑、引领、驱动。融合创新必
须导向优服全学，优服全学必须以科技引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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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cology of “Internet + Education”, promot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ross-school 
and cross-region from the regional level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eacher resources. Regional 
peer training means an activity collection that the subject teachers among schools in the same region (such as paired schools, central 
schools, and teaching points) have a full play of the advantage of win-win cooperation by setting up the teacher community of 
peer coaching, so as to seek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is study, regional peer training was deemed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activity sub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generation activity theory. We first built the model framework of regional peer training and analyzed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training objects. Then, three types of cas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environment, practice proces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regional peer training. In the end, there are several suggestions from the selection of mode, determination of topic, 
personnel allocation, and tools of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gional peer training and cross-school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words: regional peer training; teacher community; activity theory; mod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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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2.0 
urgently needs to stand in the new era, analyze the new trend of education, focus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state, innovate development ideas, and determine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excellent servic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uidance can become the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in the new era. The core of th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strategy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reat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ial era into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wisdom; The essence of the strategy of excellent 
service and comprehensive learning is to support and driv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new education supply side with the powerful 
pow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form education, construct the unprecedented high-quality education, create a new era of human 
education,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great changes of mankind in a century;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ing strategy i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uniqu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uniqu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isdom er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excellent service and comprehensive lea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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