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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砥，余云涛、卢春、彭娴、徐建、饶景阳、陈敏、尉小荣、王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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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信息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

会的内在要求，是引领和支撑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是教育信息

化政策制定和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信息化发展指

标体系对于准确评估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科学指导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GB/T XXXX—20XX 

4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育信息化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模型，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学习资源、教学

应用、管理信息化、保障措施五个维度制定适合各级各类学校和地区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核心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对学习、教育和培训领域信息化水平、现状和绩效评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指标  indicator 

衡量目标的单位或方法，由指标名称和指标数值两部分组成，它体现了事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

定性两个方面的特点。 

2.2  

绩效  performance 

组织、团队或个人，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完成任务的出色程度，是对目标实现程度及

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馈。 

2.3  

评估 evaluate 
是指依据某种目标、标准、技术或手段，对收到的信息，按照一定的程 序，进行分析、研究，判

断其效果和价值的一种活动。 

3 指标体系框架 

本标准框架包含一种以普遍适用的核心指标为基础评价指标，和兼顾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特色，考

虑地区差异为补充的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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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可选指标

拓展指标

评估精确度提升

自定义需求

描述性增强

适用性降低

普遍适用

特定需求

 

图 1 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 

− 核心指标要反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对教育信息化的要求

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等国家重要政策文件的发展目标，从教育

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学习资源、教学应用、管理信息化、保障措施五个维度给出适合各级

各类学校和地区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核心指标。核心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是必须有的指标。 

− 可选指标主要反映各级各类学校的特定的需求。例如基础教育对多样化、个性化学习的要求，

职业教育对仿真实训室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对基于网络的协同科研需求等。可选指标旨在针对

这些特定的需求制定一系列指标允许评估机构按照需要选择合适的可选指标系列结合核心指

标进行评估。 

− 拓展指标的设计考虑到各类教育信息化建设需求的自定义需求差异，允许地方或学校制定能充

分反映地方教育信息化发展特点和特色的指标作为对核心指标和可选指标的补充。例如上海教

育信息化“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建设“上海学习网”、“长三角优质教育资源”等目标，广东

省提出的建设“粤教云”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设需求。在指标体系中，不规定拓展指标的具体

内容，但是需要在指标体系中指明拓展指标方向。 

4 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 

4.1 基础设施 

− 基础设施，主要在指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为信息化环境教学，获取相应的教学资

源提供硬件和设施保障。 
 

表 1 基础设施 

一级指标 指标类型 二级指标 

基础设施 

核心指标 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计算机）数（台/百人） 

 是否建有独立的校园网 

 校均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 

 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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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指标 无线网络校园全覆盖 

 虚拟实训实验室配备 

 高性能计算机 

 智能仪器设备应用 

拓展指标 有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做统一规范 

4.2 数字资源 

− 数字教育资源，主要反映各级各类学校和管理机构建设的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并在相关的指

标设计中更加注重相关资源的应用情况。 

表 2 数字教育资源 

一级指标 指标类型 二级指标 

数字教育

资源 

核心指标 生均数字资源量 

 学校所有课程中拥有与教材完整配套的数字教学资源情况 

 建有校本资源库并通过校园网共享 

可选指标 学生每周利用信息技术学习时间（在描述里面是包含上机时间和在多媒体教室利用多媒

体设备进行上课的时间） 

 校本数字资源是否实现与省、国家教育网平台和资源的对接 

拓展指标 有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做统一规范 

4.3 管理信息化 

− 管理信息化，主要反映在学校管理层面为教育信息化建设已有的配套环境，特别是通过信息化

手段从事日常的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 

表 3 管理信息化 

一级指标 指标类型 二级指标 

管理信息

化 

核心指标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领导审批业务流程 

 师生服务业务流程 

 校园一卡通应用 

 校园安全系统应用 

 信息发布与宣传 

 决策支持系统应用 

 学生管理信息化 

 人事管理信息化 

 财务管理信息化 

 设备管理信息化 

 业务流程协同信息化 

 基础数据共享比例 

 数据服务开展情况 

 教学管理信息化 

 师生对公共服务信息化的满意度 

 行政人员对管理信息化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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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员对管理决策信息化的满意度 

可选指标 节能环保信息化应用 

 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校园文化建设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国际交流 

 信息化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信息化支持文化传承与科普教育 

 信息化支持智库建设与服务 

 科研管理信息化 

 拓展指标 有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做统一规范 

4.4 教与学应用 

− 教与学应用，主要反映教师信息化教学、科研和学生利用信息化设施、系统的学习、实验、实

训情况。 

表 4 教与学应用 

一级指标 指标类型 二级指标 

教与学应用 

核心指标 多媒体设备的应用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应用 

 教学中教学系统的应用 

 教学中学科教学工具的应用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备课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课堂管理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实验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评价 

 师生对教学信息化的满意度 

可选指标 数字化科研文献资源共享 

 数字化科研工具应用 

 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协同教研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检索 

 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学术交流 

 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协同科研 

 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科研过程管理 

 科研人员对科研信息化的满意度 

 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应用 

 顶岗实习支持系统的应用 

 校企合作支持系统的应用 

 应用信息技术辅助实验实训 

 应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校外实习 

 教师实验实训与校企合作信息化能力 

 校企合作信息化能力 

 师生对实验实训与校企合作信息化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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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对教研信息化的满意度 

拓展指标 有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做统一规范 

4.5 保障机制 

− 保障机制，主要反映各级各类学校以及相应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机制建设上对信息化的保障

程度，各级各类学校在信息化人才培育，教师信息化技能培训的实施情况。 

表 5 保障机制 

一级指标 指标类型 二级指标 

保障机制 

核心指标 建立信息化经费投入机制 

 学校设置教育信息化领导岗位的情况 

 配备信息化专职管理人员人数（包括网管人员、电教管理人员） 

 年度每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次数（人次/百人） 

 学校校级领导参加信息化领导力培训情况（人次/年） 

 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总体规划 

 建立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规章制度 

 建立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处置和报告制度 

 信息技术安全工作技术队伍建设 

 开展信息技术安全工作培训 

 行政管理人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使用日常办公软件的能力 

 使用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能力 

 教师教研信息化能力 

 教师教学信息化能力 

可选指标 开展数据统计分析与服务的能力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年度完成情况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科研文献检索的能力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科研协同的能力 

拓展指标 有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做统一规范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我国教育信息化指标 

A.1 《教育信息化规划》指标 

教育部于 2012 年 3 月正式颁布的《教育信息化规划》，该规划对教育信息化核心指标设计提出了

明确要求。 
《教育信息化规划》对教育信息化核心指标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阐述了信息技术可以解决的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关键问题，并在信息化发展水平指导框架

和具体内容中为教育信息化指标的设计指明了方向。 

表 A.1 《教育信息化规划》之“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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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规划指标”提炼  《教育信息化规划》内容  

基础设施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

计算机数（台/百人） 
提高所有学校在信息基础设施、教学资源、软件工具等方面的基本配置水平 

基础设施 
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 

大力推进普通高校数字校园建设，普及建设高速校园网络及各种数字化教学装备 

校园网覆盖范围、带宽、安全及泛在信息平台的普及使用情况 

基础设施 
每百名学生配有多媒体

教室座位数（个/百人） 

高教发展水平框架：数字化教室等信息设备的配置与使用情况 

职教发展水平框架：数字化技能教室覆盖面 

基础设施 校均网络接入带宽（bps） 
到 2015 年，宽带网络覆盖各级各类学校，中小学接入带宽达到 100Mbps 以上，边

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接入带宽达到 2Mbps 以上；高校的接入带宽达到 1Gbps 以上。 

数字教育

资源 

生均数字视频教学资源

量（小时/生） 

各级各类教育的数字资源日趋丰富并得到广泛共享 

建设并不断更新满足各级各类教育需求的优质数字资源 

数字教育

资源 

生均数字文献资源量

（GB/生） 

各级各类教育的数字资源日趋丰富并得到广泛共享 

建设并不断更新满足各级各类教育需求的优质数字资源 

数字教育

资源 
软件平台开发水平 

遴选和开发 1500 套虚拟仿真实训实验系统 

遴选和开发 500 个学科工具、应用平台 

教与学应

用 

网络课程占总开设课程

比例（%） 
建设 20000 门优质网络课程及其资源 

保障机制 
设立校级信息化主管领

导的学校比例（%） 
在各级各类学校设立信息化主管 

保障机制 
中小学教育技术能力培

训完成比例（%） 

中小学教师和技术人员基本完成初级培训，30%的中小学教师完成中级培训，50%

的管理人员完成初级培训 

  

 

A.2 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学校信息化建设部分 

2015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对 1991 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监

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试行）》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各司局、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有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以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监

测指标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测算验证。 
修订后的指标体系分为五类 102 项，与修订前的指标体系相比，保留原指标 9 项，修订原指标 18

项，新增指标 75 项；修订后的指标有 12 项为国际组织的常用教育指标，如毛入学率、净入学率等；

有 9 项借鉴了国际教育指标，并基于我国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如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等。具体指标类如表 A.2 所示。 

表 A.2 中国教育监测评估指标（学校信息化建设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学校办学条件 学校信息化建设 1.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计算机）数（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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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3. 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4. 校均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Mbps/校）  

5. 生均数字资源量（GB/生）  

6. 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7. 校均网络课程数（门/校）  

8. 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次数（人次/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