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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实施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10月，党的二十大第一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
写入报告。在这一背景下，以智慧校园建设及其现代化特征

引领学校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发展，正成为当下教育现代
化进程的热点领域。我国智慧校园发展现状如何？如何提升
智慧校园内涵建设？未来，智慧校园建设有哪些新策略？围
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顺。

智慧校园建设的挑战与策略智慧校园建设的挑战与策略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顺

本报记者 黄璐璐

记者：作为2022“智慧校园”创新案例审核专家组
组长，您参与了案例审核全过程，这些案例反映了目
前我国智慧校园建设呈现怎样的现状？

李玉顺：本次案例投稿的学校，涉及地域范围广，
基本反映出了当前我国智慧校园建设的发展现状，智
慧校园创新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

一是建构智慧环境。学校充分借助大数据、物联
网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优势，升级改造学校育人
环境，打造智慧教育空间。二是创新课堂教学。教师
借助智能技术实践全新教学理念，构建融合课堂、探
究教学、精准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三是突破评价发
展。不少地区的学校依托融通性平台支持，实现了
数据互通延伸评价场景，联动课堂教学、校园活动与
家庭育人，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评价生态场。
四是重构数字资源。融合国家及区域平台资源，并
通过自建、引进、合作等方式开发具有校本特色德育
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以及科技创新、社团活动等资
源，还借助智能技术开发了校本创客课程、STEAM
课程等。五是赋能研训一体。基于 5G 网络实现近
端教室名师授课、远端教室互动点评，并结合平台汇
聚个人教学教研活动等多维数据，为教师提供定制

化研修内容与发展路径。六是创新治理服务。通过
教育教学全过程数据采集与汇聚，构建多元应用模
型，促进数据深度应用，实现教育教学决策与资源供
给科学化，开展“云、网、端”一体化服务，实现教学与
管理的精准化。七是打造开放生态。在案例中，部
分地区学校在智能技术支持下，实现了区域与学校
在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的融合，构建开放的、
多维度的学习空间，真正与社会整体信息化应用环
境实现融合。

记者：在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出现新问题，在您看
来，当前我国智慧校园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李玉顺：当前，我国智慧校园发展与建设主要面
临以下四大挑战：

第一，智慧校园发展没有标准模式和路径。智
慧校园建设具有校本个性化、区域集约化、服务普惠
化、互联网开放化与融合化等多样态综合发展特征。
因此，个体智慧校园建设中，难以有整体意义上的可
复制模式，它生成于个体学校的现代化办学实践进
程中。

第二，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有效性弱。现有教师
培训方式的痛点在于能力转化存在严重制约。培训

无法满足教师发展精准化、个性化需求，高质量学习
参与难以有效维持，专业学习成果难以转化为受训教
师的能力发展，一些学校的校本化研修及区域教研支
撑薄弱等。因此，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缓慢，难
以深入实施数字化教与学活动。

第三，学校视域中技术、服务及业务融合人才欠
缺。全域的智慧校园实践体系需要信息技术支持服
务、各类智慧校园系统运行与保障服务、面向学科融
合与跨学科融合服务、教育数据采集汇聚与挖掘分析
服务等，需要跨学科、复合型专业人才。然而，现实中
个体学校这类人才整体发展水平有限，有些学校甚至
极为欠缺，这也成为制约学校智慧校园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第四，面向学科融合的工具与服务的不足。为课
堂教学结构变革提供系统化、结构化数字资源以及融
合情景、面向学科概念等特征的大量学科性工具，这
是智慧校园发展中微观课堂教学实践变革“最后一公
里”的生态需求。但目前的数字化资源多停留在多媒
体特征上，仅支持知识传授，缺乏深入学科、面向概念
建构的探究式、互动式和智能化学习工具与应用，制
约了学校智慧校园深度发展的层次与水平。

智慧校园建设面临哪些新挑战？

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缓慢、融合人才欠缺等

记者：近几年，我国智慧校园建设方兴未艾，作为
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新时期
智慧校园的内涵？智慧校园有哪些新特点？

李玉顺：就智慧校园的内涵与特征而言，不同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给出了各有侧重的定义。物联网技术
专家突出智慧校园的智能感知功能；教育技术学专家
认为智慧校园是基于新型通信网络技术构建业务流程、
资源共享、智能灵活的教育教学环境；学校信息化建设
专家则侧重智慧校园的业务融合应用和服务创新。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我自己长期研究工作，我认

为，首先，智慧校园强调“以服务为核心，以管理为支
撑”的理念，综合运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构建智能感知环境和虚实融合新型教育教学
空间，为师生提供以人为本、智能开放的个性化创新
服务。其次，智慧校园还要体现“深度融合”。“深度
融合”包括学校物理空间、教学网络空间、师生社交
关系空间的融合，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教研、科研、
管理和服务的融合创新，形成“可感知、可诊断、可分
析、富弹性”的新型校园生态。

智慧校园的特征是其内涵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其

基本特征包括：
一是智能化基础设施先进完备，二是云边端体系

结构健全开放，三是信息化业务系统整合协同，四是
空间应用线上线下融合流畅，五是数智技术赋能精准
高效，六是课程课堂评价整合升级，七是师生素养发
展持续推进，八是安全保障运行机制健全等。在我国
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大背景下，智慧校园建设还明显
呈现出加速学校面向“互联网+”“智能+”以及“三个
课堂”等多重实践路径下的生态重构，支撑“双减”政
策深入落实，助力素养导向的新课程改革等。

智慧校园建设呈现哪些新特点？

以服务为核心，以管理为支撑，以深度融合为表现

记者：智慧校园建设需要有科学的策略，在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智慧校园建设与发展需要重点
考虑哪些要素？

李玉顺：第一，以技术和业务双向融合科学规划
智慧校园，动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从技术层面视角
看，应从智能环境、数字资源、学校教育数据应用、数
字素养与技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化顶层规划，积极探索
智慧教室与各类技术赋能型创新教室、基于云服务的
数字资源整合与组织、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智能学习
分析诊断与适应性学习等技术应用。从业务层面视
角看，应从学校办学业务域开展自上而下的审视性建
构，从数字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教师数字素养与研
修发展、学生数字素养与学习发展、教育大数据与综
合评价、学校数字治理与现代教育服务等方面开展业
务融合设计，并通过技术实现凝聚业务链条，创新业
务场景，以体系建构、联动发展实现学校教育的系统
性创新与重构。

第二，以数字技术促进课堂系统性、结构化、深层
次变革。顺势“停课不停学”实践积淀，学习要以“双
线融合”为主线，推动学校数字化教育创新发展。首
先，借助远程直播技术拓展活动时空和活动内容，为
学生提供融通性混合学习空间；其次，充分利用物联
网技术、VR/AR技术开展情景感知的泛在学习，设计
项目式、探究性、体验式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亲身体
验中获得跨学科知识，形成面向真实世界的问题解决
能力；再其次，探索适应混合新常态的互联网学习样
态，关注如何满足不同学生实际需要，立足共性，兼顾
差异，为学生提供差异化学习路径。

第三，开展基于教育大数据赋能的学校现代化治
理实践。推动数据在管理域的沉淀与应用，围绕“双

减”、新课改、学校发展难点等，提高学校管理精
准性和突破性，赋能学校

管理阶梯式发展。在学生成长数据应用上，以需求为
突破，挖掘大规模学生发展数据多维度特征，提高全
面育人、和谐育人和个性化育人成效。围绕教师专业
能力发展及素养导向新课程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教
研业务过程数据全量性、过程性和梯度性，赋能学校
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

第四，探索智慧校园建设新策略。正如我前面
所说，智慧教育发展引发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需
求是目前制约很多个体学校智慧校园发展水平的
重要因素，这也是当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学校要在教师研训用一体化发展上持续努力。推
进网络化校本教研，积极参与开放性“互联网+教
研”，促进教研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构建基于智
能技术的教研协作系统，发展基于学科、项目、主题及
兴趣的教研协作社群，实现共同体教研；基于学校发
展及教育改革难点，承担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改革项
目或科研课题，积极参与高校、政府、信息化企业合作
实验项目。此外，创新基于网络教研训协同模式，加
强一线教师、学科专家与教育技术专家等跨专业视域
的合作，深入开展面向特定学科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发
展研究，促进群智协同、共创共生。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未来智慧校园发展有哪
些期待和美好愿景？

李玉顺：中小学智慧校园是承载教育数字化
转型与智能升级发展的主阵地，也是促进学校
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高质量提升的关键抓
手。现有智慧校园实践案例表明，我们
已经踏上智能时代教育全面转型与变
革进程，推动教育系统发展自我进
化、引领教育系统整体性变革，
推进育人目标升级、培养模式
创新、基础环境智能、教与

学空间重塑、教育
公 共 服 务 生 态
构建、教育治
理 方 式 升
级及终身
学习体系建立。伴随
国家智慧教育生态发
展以及日益专业化
成长的广大一线教
师、学校校长，智
慧 校 园 发 展 必
将日益呈现大
规 模 因 材 施
教和个性化
教 育 实 践
的美好前
景。

智慧校园建设有哪些新策略？

加强学校复合型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1

2

3

1.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迈向教育数智化的实践探索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2. “数治学校”的“数智教育”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3. 集团化办学视域下智慧校园创新治理实践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4. 智慧景行：美好教育看得见
浙江省杭州市景华小学

5. 借力数字化转型推进教学模式创新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6. 数字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北京市育英学校

7. “爱”管“慧”理，创新图强
福建省厦门市滨北小学

8. 让孩子长成一棵树——基于云平台实施“五育”评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楚才小学

9. 以应用需求为导向，构建智慧校园生态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10.数智校园，自然而然的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

11.“智慧校园”助力“双减”政策落地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小学

12.融汇创新教育场景构建校园数字化新样态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13.智慧教育背景下数字画像赋能“五育”并举
四川省成都市棕北中学

14.构建良好智慧生态赋能学校未来发展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民小学

15.应用为王，混合式教学为师生发展赋能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中学

16.智慧课堂助力“双减”落实
辽宁省沈阳市博才初级中学

17.探索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径，建设“智慧化创感学习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侨香学校

18.智慧校园平台建设，打造互联网+智慧校园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9.打造“物智能，人智慧”的美好校园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

20.教育数字化视域下智慧校园的个性化建设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学

21.技术赋能解锁育人数字密码
安徽省合肥市第七中学

22.数据驱动的智慧校园，让智慧教育无处不在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

23.数智赋能：让学校从“管理”走向“治理”
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

24.抓住新建校契建设机智慧校园
安徽省淮北市淮海绿地21城实验学校

25.智能技术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

26.推动学校从“局部智慧”转向“整体智慧”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信息港小学

27.“智”校园“慧”学生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

28.厚德育心共建数字生态，星萃践行打造智慧校园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29.教智融合、创新发展，高标准建设智慧校园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30.智慧教育助推数字化转型 重塑教育教学新模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

31.人工智能构建智慧教育新样态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文汇中学

32.精准·辅学：数据驱动下智慧校园建构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

33.信息与教学深融，教育与未来相拥
重庆科学城明远未来小学

34.发挥智慧势能，孕育灵动生命
江苏省徐州市云兴小学

35.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创新智慧教学模式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36.智慧运用智能技术，打造智慧新校园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37.基于大数据的教学评一体化的实践教学
河南省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38.聚焦智慧校园 打造智慧教育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小学

39.数据融通·三维融合：智慧教学的绣中实践
浙江省温州市绣山中学

40.基于智能环境构建融合创新型育人阵地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麓城外国语小学

41.打造智慧校园，提升“惠教惠学”实效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

42.构建多元智慧校园，赋能创新教育发展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43.创设智能校园，创新教育融合，赋能教师发展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第四十七初级中学

44.技术赋能教学新模式，精准发力促全面育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明德学校

45.“新课标”下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省菏泽市万福实验学校

46.构建智慧教育生态体系，让学生享受高品质幸福教育
天津市第二新华中学

47.融合AI技术的智慧校园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48.科学架构、项目驱动，建设高品质智慧校园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49.高桥智慧大脑构建的生态校园数智平台
浙江省杭州市高桥初中

50.数字赋能管理，智慧融入教育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山小学

20222022““智慧校园智慧校园””创新案例创新案例

2022“智慧校园”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启动，《中国教育报》
信息化·智慧教育专刊刊登征集启事，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
号、客户端推送征集启事

截止到10月31日，案例征集工作组共收到全
国各地各校412个案例投稿

组建了案例审核专家组，并由专家组组
长李玉顺教授起草并制定了《2022“智慧校

园”创新案例审核标准》

11月23日至25日，完成第一轮案
例审核，共计220个案例通过审核

12月 28日至31日，完
成案例第二轮审核，共计60

个案例通过审核

1月8日，
案例审核专家

组成员线下集中
审核，50 个案例

通过2022“智慧校
园”创新案例审核

●● 20232023年年11月月

●●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

●●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

●●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

●●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

●● 20222022年年66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