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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 teaching reform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o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in universities has carried on the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hot fields such as teaching concept, informationiz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instruction strategie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reform, the teaching reform in universities adhere to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gradually realiz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promote accurate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focus on improving data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play a positive role of new technology in teaching reform and gradually realize mor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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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信息化2.0时代，高校教学改革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教育信息化相关政

策的指导引领下，高校教学改革在教学理念、教学资源、教学策略、信息素养等热点领域进

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在信息技术和教学改革融合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逐渐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借助大数据促进精准教学，注重提升师生数据素养，发挥新技

术对教学改革的积极作用，逐步实现更加科学的高校信息化教学。 

1．引言 

2018年4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教育信息化升级至2.0时代。相比强调信息技术应用的教育信息化1.0时代，教育信息化2.0时

代更关注“发挥技术优势，变革传统模式，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1]。教育信息

化2.0时代，随着大数据、学习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高校不断

深化个性化教学理念，促进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借助新技术改革传统教学方式，提

升以数据素养为核心的师生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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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高校教学改革热点 

2.1 教学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行动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条是“坚持育人为本”，“面向新时代和信息社会人才培养的

需要，以信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2] 在信息技术融入的教学中，平台的搭建、工具的使用、内容的生成，关

键是将参与者的地位放在整个教学的顶端，以人为本[3]。相比教育信息化1.0时代，2.0时代的

高校教学，更加注重智能教学、教育数据、学习分析等新技术的学习、应用及研究，注重师

生的数据素养、网络安全素养、学习分析能力的培养，技术不再只是教学应用的手段，而是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技术融入教学的本质归根到底在于促进人

的发展，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要，为学习者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策略，为教学

者提供差异化的精准指导。随着信息化教学理念的深入，高校教学的主体逐渐发生变化，从

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主要角色从教学主导转变为教学辅导，为学生提供

教学材料和学习指南，积极参与小组面对面或者在线讨论，并及时为学生提供解答和引导；

学生成为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在教学过程担任不同的角色，如主持人、提问者、监督者和评

价者，更好地发挥学习者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学习管理系统记录的学习行为和教学行为

数据为师生提供了科学的诊断报告，借助学习分析技术，师生能够更加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教

学策略，实现更加个性化的精准教学。 

2.2 教学资源逐步共建共享 

信息化教学资源是指蕴含大量教育信息、能创造出一定教育价值，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在

互联网上进行传输的信息资源[4]。《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明确提出要

“利用先进网络和信息技术”建立“高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5]；《行动计划》提出要利用平

台实现教育资源的“众筹众创”，为学习者提供海量、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实现教育资源从专

用向通用的转变[6]。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高校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要扩大开放范围，考虑

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丰富教学资源的类型和内容，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

充分利用，促进不同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交流，更加科学、高效地推进

高校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在高校信息化教学资源逐步实现共建共享、公建众享的过程中，

公平公正的共享环境是资源共享良性、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

制定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要“承担高校知识产权信息相

关培训，壮大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开展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宣讲普及知识产权信息知识

及技能”[7]。由于资源共享的激励保障体系决定着共享机制的生命周期，制约着资源共享进程

的健康发展，因此高校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应关注数字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博弈关系，树立

数字资源的版权意识，寻求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8]。 

2.3. 教育数据助力精准教学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高校教学逐渐深度融合，信息化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学管理融入的教

学产生了海量的教育数据，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教学策略，国内高校逐渐将大

数据、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等新技术融入课程教学。混合学习是信息化时代高校教学的重要

教学模式，教师借助课程管理系统，将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结合，可以解决因课堂教学时

间限制而出现的资源分享和互动交流方面存在的困难，与此同时，信息化教学产生的教育数

据能够客观呈现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借助学习分析技术，教师可以更加科学、高

效地制定和调整教学策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精准诊断和指导，从而更加科学地推

动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客观、全面的教育数据也使关注个性化学习的精准教学逐渐成为高

校教学改革的关注热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和拉里奥哈国际大学联合开展的PERFORM项目，

利用学习者数据提供个性化建议，不仅致力于提高学习成果，还允许研究人员观察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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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学生的学习模式。高校教学应充分利用教育数据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为师生提供多

元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教学指导和学习策略，同时增强师生应用数据进行学习分析的能力

和素养，促进师生的创新思维发展。教育信息化2.0时代，新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高

校教学面临着重构，新技术融入的教学应充分利用教育数据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为高校

师生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教学指导和学习策略，促进师生智能化素养的提升，增

强师生应用数据进行学习分析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 

2.4 教学分析依托数据素养 

教育信息化2.0时代对高校师生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素养逐渐成为信息素养

的热点话题。所谓数据素养，是指有效地理解和使用数据，以便为决策提供信息的能力[9],是

信息素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在信息素养教育中整合数据素养是大势所趋，

数据素养教育必须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活[10]。提升学生的数据素养，有助于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情况进行科学分析，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应以课程为基础，改

变传统单一的课程教学模式，坚持数据课程群的建设，构建有利于师生教学和课程发展的数

据素养教育体系[11]。教师的数据素养是教师利用教育数据对学情进行科学分析并调整教学策

略的基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新技术逐渐融入高等教育领域，高校教师面

临着教学模式转变、师生角色转变、教学技术更新、教学理念创新以及数据安全问题等多重

挑战，积极提升高校教师的数据素养，适应新时代对高教工作者的要求，是高等教学改革的

重要环节。2018年8月8日，为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

开展教育教学，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

通知》，决定在宁夏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探索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管理优化、助推教师教育改革、助推教育教学创新、助推教育精准扶贫的

新路径，宁夏试点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智能教育素养提升行动，旨在遴选信息化管理能力

较强的优秀校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的骨干教师，分别开展智能教育领导力研修和教学

能力研修，为智能教育开展培养一批“种子”；北京外国语大学试点工作也明确提出了 智能教

育素养提升行动，强调对教师进行智能教育素养培训，帮助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技术进展，推

动教师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进教育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12]。可以看出，提升教师

的智能素养、数据素养是试点工作的核心内容，为适应新技术发展和新时代教育需要，教师

信息素养提升的目标和内容也在与时俱进。 

3. 结论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新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壁垒，高校教学改革从关注创新教学策略

和技术方法逐渐延伸到提升师生数据素养和促进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以大数据、学习分析、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融入高校教学改革，为师生提供了更加科学有效的诊断分析技术和

个性化的教学策略指导，新技术的应用需要相应的能力素养，适应信息化教学改革，师生数

据素养的提升是促进有效教学的重要依托。高校在探索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需

要科学思考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注重解决教学实际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充分发挥新技术在

教学变革中的作用，科学推进高校信息化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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