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信息化推动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 

葛道凯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的理念、文化、生态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教学方式乃至整个育人模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加快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升级，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江苏教育人高标准建设教育强省和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战略路径。 

信息化成为推动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同样，没有教育信息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江苏始终坚持以教育信息化

全面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大力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努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江

苏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二，初步形成“网络体系化、校园智慧化、资源普惠化、治理精准化”的江

苏智慧教育范式。 

信息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依托国家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建成江苏省教育专网，实现全省 158所高校和 13个设区市教育

系统全接入。江苏智慧教育云平台与国家平台、地市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信息化教学和管理提供了

强有力的枢纽支撑。截至 2021年底，85%的中小学互联网接入带宽达到 1000M及以上水平，97%的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高

校 5G网络覆盖率达 100%，公办高校门户网站全部支持 IPv6访问。 

智慧教育应用特色彰显。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智慧教育建设，全省 85%以上的中小学和高校通过省级智慧校园认定，在促进

学校办学理念、育人方式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和“领航杯”系列赛事，广大

师生信息素养明显提升。中小学教师常态化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比例达 90%以上，师生获奖等次及人数在国家级赛事中位居第一方

阵。另有 13所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居全国第一位，推动了全省智慧教育研究与发展。 

优质数字资源普惠共享。初步形成覆盖全省、共治共享、协同服务的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日均服务 30万人次，

有效提升了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持续深化名师空中课堂、城乡结对互动课堂、中小学网络名师工作室等

“三个课堂”建设应用，以信息化手段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其中，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课程资源 2.3万余节覆盖中小学

全学科，综合访问量超 17亿人次，向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提供优课 3400余节。 

教育数字治理精准高效。建成涵盖各学段师生和学校信息的教育基础数据库，实现数据纵向互联、横向互通，向社会公众提

供中小学生学籍、教师资格认定、学校（机构）代码查询等“一站式”便民服务，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在

破解学生精准资助、教育资源缺口预测、校园安全态势感知等方面取得初步进展，阳光食堂、阳光招生、校外培训、师德师风等

“互联网+监管”平台在推动落实“双减”“公民同招”等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先进的理念指导江苏教育信息化建设 

回顾江苏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从顶层设计、政策部署，到基础设施、平台搭建、资源开发、应用探索，一步一个脚印，

取得了显著成效。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把握以下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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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为本，让教育更加温暖有爱。教育向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的高质量需

求。因此，要坚持立德树人，立足教育发展实际，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科学谋划教育信息化发展，在服务教育中彰显核心价值、

提高发展水平，抓住并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教育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创新驱动，让教育更加充满智慧。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需要我们坚持应用驱动和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融合策略，推动数据驱动下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评价和决策应用场景建设，研究部署各级

各类教育全覆盖、技术教育融合全方位、业务技术部门全参与的江苏智慧教育发展新路径。 

数字赋能，让教育更加公平可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一直是家长们关心、社会关注的

热点。充分发挥信息化重要“工具箱”作用，建构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供给、多形式服务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体系，加快数

据要素流通利用，赋能教育理念重塑、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构和人才培养模式重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有效供给，助力

教与学的双向减负和提质增效，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统筹推进，让教育更加优质多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方面坚持以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引领教育领域深

层次变革、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基本导向，统筹全省教育发展和安全，协调推进区域、城乡和校际间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率先部署重点领域、重要环节和迫切任务，尊重基层首创，倡导先行先试，鼓励特色发展，重点突破主要矛盾、关键难

题和瓶颈问题，以多元化推动江苏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奋力开创江苏教育信息化工作新局面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我们将以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为核心目标，把

握“稳、进、准”的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支撑教育发展走向领航教育变革，更好服务

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促进教育事业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有活力发展。 

推动智慧教育发展生态重构。以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

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供给、多形式服务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方式，重构教学体系、课程结

构、课堂模式和评价方式，推动数据驱动的教育管理与科学决策，筑牢网络安全保障防线，建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江苏智慧教育新生态。 

聚焦提升区域教育治理效能。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据驱动的教育“放管服”改革，提高教育服务社会能级。完善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体系，提升对网络安全的态势感知、智能诊断、应急处置和追踪溯源能力。推动智慧安防、智慧健康、智慧就

业、智慧共育、智慧评价等场景应用，推动数据驱动的教育管理与科学决策，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助力培养数字时代创新人才。面向大中小学生逐步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开展师生信息素养评价监测，促进师生信息素养和数

字技能全面提升。普及新技术支持下的探究式、体验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科学性、趣味性和有效性。推广数

字化环境下的项目式、问题式、场景式等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多维素养，提升学生个性化和终身学习能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网络思政课等资源进校园进课堂，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