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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础设施：成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构建软硬一体生态系统，以差异化服务破局；

数字资源：求同存异，定位学科特色与升学刚需，提升资源的校本化与智能化水平；

师生应用：以软件切入刚需场景，搭售配套硬件与增值服务，家校双端均可商业化；

教育平台：战略级定位，抢滩区县级平台，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翻新”机会。

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主要呈现信息时代教育的特征，智能时代教育特征初露端倪；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正从量变迈向质变，创新引领与生态变革成为行业纵深的主旋律；

2021年，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达1634亿，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主要保障；

投入呈现学段差异，整体上，软件资源占11%，硬件设备占43%，专业服务占46%。

课后服务：供需错配→多方协作平台，统筹课内外与校内外资源，打造菜单式服务；

走班排课：复杂多变→专属资源评估，智能分班排课，轻松考勤管理的一站式平台；

生涯规划：意识淡薄→往前向小初延伸，往后与本科对接，实现全学龄段生涯规划。

课堂教学：师乏生困→多终端人机交互与无感化数据采集驱动教学与评价方式创新；

教师备课：形式主义→网络化集体备课助力教师发展，打通课前课后实现精准备课；

学生作业：失焦失控→基础性作业自动批改，全过程数据有效采集，实现靶向作业；

考试测评：低效繁琐→实现全业务流程信息化，数据融通平台化和学情诊断个性化。

SMS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背景篇
趋势与要求

需求篇-教育教学
场景与痛点

需求篇-管理服务
场景与痛点

供给篇
机会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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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1/2）
聚焦于开展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及普通高中教育的组织机构
本文所谓“中小学”，特指开展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及普通高中教育的组织机构，在我国，这类组织机构以“学校”为主。

根据权属关系，中小学可进一步划分为公办中小学与民办中小学，其中公办中小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8亿中小学在

校生人数中占比90%左右，随着民办教育的不断发展，民办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比逐年提升，其中民办中学在校生人数占

比相对较高（15%左右）。

来源：教育部，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教育部，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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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教学点

初级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公办中小学 民办中小学

高级中学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



4©2022.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研究范围（2/2）
聚焦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特色业务场景与核心建设内容
从需求端来看，本报告聚焦于中小学不同于其他学校类型（如幼儿园、职业院校、高校）的特色业务场景，关注业务场景

下各行为主体的需求痛点，包括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两大部分，覆盖课堂教学、教师备课、学生作业、考试测评、课后服

务、走班排课和生涯规划。从供给端来看，本报告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核心建设内容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基础设施、数

字资源、师生应用和教育平台，关注各类供应商的发展现状及竞争策略。此外，与校园生活服务及教职工办公相关的信息

化场景及建设内容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内。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及思路

关注场景与痛点

包含：

教育教学：课堂教学、教师备课、学生作业、

考试测评

管理服务：课后服务、走班排课、生涯规划

不包含：

生活服务

办公管理

从需求端看业务场景

关注机会与策略

包含：

基础设施：网络、多媒体教室、信息化终端、

创新教室

数字资源：电子课件、教/学案、试题/卷、媒

体素材与视频微课

师生应用：教师应用、学生应用

管理平台：国家云、区域云、校园云

不包含：

校园安防

从供给端看建设内容

提需求

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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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篇：时代变迁——趋势与要求 1

需求篇：教育变革——场景与痛点 2

供给篇：技术扩散——机会与策略 3

案例篇：落地实践——方案与路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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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1/2）
我国正处于从信息时代教育向智能时代教育变迁的过程

来源：黄怀荣等《面向智能时代——教育、技术与社会发展》，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教育形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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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直观、循序

渐进和反复巩固

制造技能

科学知识

人文素养

听讲记忆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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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益共同体

学习能力

设计创造

社会责任

泛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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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学习

个性化

无边界的

任意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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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教育，并且人类发展的每一步，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创造物，都凝结了教育的成果。从原始社会

到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人类创造新的世界，产生与社会发展和人类需

求相适应的教育，带来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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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2/2）
从信息技术教育起步，走向教学环境与教学系统的深度变革

来源：黄荣怀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教育信息化》，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

1982：5所高校附中开设计算机选修课实验

1984：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1984：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纲要

1987：普通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纲要

1994：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立项

1996：中小学计算机教育软件发展规划

1996：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五年发展纲要

2000：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前教育信息化阶段
计算机教学实验，计算机辅助教学

1978-2000

教育信息化1.0阶段
量变：应用驱动，融合发展

2000-2018

教育信息化2.0阶段
质变：创新引领，生态变革

2018-至今
2018：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2018：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

2018：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2019：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2020：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

2021：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

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2000：“校校通”工程

2004：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2005：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2006：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

2010：电子书包与教育云项目启动

2012：教学点数字资源全覆盖项目

2012：“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试运行

2014：“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项目启动;薄改计划

2017：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基础设施建设

应用能力建设

计算机机房 多媒体教室 主题教室 演播室 录播教室 虚拟仿真实验室 创客教室 智慧教室

事件

措施

变化

以信息化手段展开师资培训

开设中小学计算机课程

推动中小学STEAM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

形成创新型校园文化氛围

前教育信息化阶段措施 教育信息化2.0阶段措施

开展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

启动“校校通”工程

中小学普遍开设信息技术课程

实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建设精品课程、开放课程和优质资源共享课

教育信息化1.0阶段措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以信息技术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前教育信息化阶段，

该阶段重点关注计算机教学实验以及计算机辅助教学；以教学环境变革为主要任务的教育信息化1.0阶段，该阶段重点关

注量变，强调应用驱动与融合发展；以教学系统变革为主要任务的教育信息化2.0阶段，该阶段重点关注质变，注重创新

引领与生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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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1/3）
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
中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可按照拨付标准划分为生均公用经费和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

其中，生均公用经费每年比较固定，一般用于学校教育信息化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和数字教育资源与服务的采购，学校对

该费用的分配及使用相对灵活；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按项目拨款，每年经费不固定，一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单个项目投

入量相对较大，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和时间限定，其中，中央级专项经费多投向偏远地区和部分基础教育薄弱校，地方级

专项经费则多因地制宜，普遍遵循“先城市后农村，先中学后小学，先中心校后（乡村）教学点”的建设顺序 。除此之

外，对于民办中小学而言，其教育信息化经费依靠学校自筹，主要资金来源于办学收入和社会捐赠。

来源：廖斯昂《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与财政投入问题的思考》，魏易《县域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投入、建设和应用》，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国家财政教育经费

公用经费-谁主管，谁拨款

中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资金来源

教育部

省教育厅

市教育局

区县教育局

中央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

区县政府

财政部

省财政厅

市财政局

区县财政局

中央电教馆 省教育技术中心

省电教馆

市电教馆

区县电教馆

市教育技术中心

区县教育技术中心

省属学校

市属学校

区县学校

专项经费-谁统筹，谁拨款

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
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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