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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的思考与探索

沈光辉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州 ３５０００３）

摘　要：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是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核心问题。
“互联网＋”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ＡＲ、ＶＲ、ＭＲ技术的有效运用，在理念、途

径和方式上为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赋予其新的发展内涵。要按照

适合为要、教育（学习）为本、需求推动、应用为王的策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实

现互联网时代有意义的学习、有组织的学习、有深度的学习。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在推进社区教

育信息化方面，立足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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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是推进教

育信息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互联网＋”特别是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有效运用，在理念、途径

和方式上为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将引领和支撑社区教育路径和模式的创

新，并赋予其新的发展内涵。

一、“互联网＋”深刻改变社区教育的业态与环境

“互联网＋”理念是指人类现有的行业产品和

服务在与互联网结合后产生的新型的产品模式。
短短几年时间，“互联网＋”模式就几乎覆盖了所

有传统行业。２０１５年７月，国 务 院 发 布《关 于 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依托互

联网平台，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

合的深度和广度，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

功能。随着“互联网＋”模式的不断拓展，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ＡＲ、ＶＲ、ＭＲ等信息技术高

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的业态与环境。
（一）“互联网＋”不仅是“物理反应”，更是“化

学反应”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物理反应”，更是一

种“化学反应”。就如氢加氧化学反应后变成水一

样，形成一种新的物质。比如：互联网＋零售＝网

购（阿里、京东，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网银

（支付宝、微信 支 付），互 联 网＋教 育＝在 线 教 育

（网络教育、数字化学习）……。
“互联网＋教育”是国家战略“互联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教育”并非仅仅是互联网

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也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技

术建立各种教育与学习平台，而是互联网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教育形态。如“互联

网＋课程”，它不仅产生网络课程，更重要的是它

让整个学校课程，从组织结构到基本内容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教学”，它不仅形成了网络

教学平台、网络教学系统、网络教学资源、网络教

学软件等诸多全新的教学形态，更为关键的是由

此帮助教师树立先进的教学理念，改变课堂教学

手段，大大提升教学效果，进而推动传统教学组织

形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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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已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和构

建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的重要内容，其未来发

展趋向或许将从“互联网＋”变成“互联网×”（乘

数效应）。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清楚意识到，“互
联网＋教育”绝不会取代现行的全部教育，传统意

义教育中人与人的思维、情感和个性的生活相互

影响和促进，是再先进的互联网教育都不能代替

的。
（二）“人工智能＋”延伸人的脑力与体力

我们刚刚迎来了“互联网＋”的时代，但随着

ＡｌｐｈａＧｏ打破人类对围棋领域的绝对统治（２０１６
年“阿尔法狗”战胜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最近新

版“阿 尔 法 元”又 以１００：０完 胜“阿 尔 法 狗”），

ＡｌｐｈａＧｏ不仅向 人 们 展 示 了 人 工 智 能 逐 渐 达 到

的智能高度，更宣告了一个崭新的“人工智能＋”
时代的 到 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 第 一 个 获 得 沙

特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更 是 印 证 了 人

工智能已进入计算智能与感知智能阶段，正向认

知智能阶段迈进。

ＡＩ（人工 智 能）的 核 心 技 术 是 基 于 大 数 据 的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教育”，是人工智能与教

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是基于“互联网＋教育”的

深化，其主要特征在于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开放、
自治、尊重个性和服务职能等。目前，“人工智能

＋教育”主要应用形式为人工智能教育，它通过将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提升教育质量、对接教

育需求与服务等。百度总裁张亚勤在２０１７百 度

教育年度盛典上表示，将把百度“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的最前沿技术能力向教育行业输出，
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百度

未来将向全行业开放“人工智能＋教育”的成果，
“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的教育生态智能平台，真正推

动社会范围内的教育智能化升级”。此外，教育大

数据也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数据在推进教

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得到显现。可

以预见，“人工智能＋教育”将带来社区教育的深

刻变革与创新，未来教育信息化将迈入２．０时代，
开启社区教育智能化阶段。

（三）“互联网＋”对社区教育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进入以 云 计 算、大 数 据、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将

对社区教育的发展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１．创新学习方式途径。基于“互联网＋”创建

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可以把优质教育资源传播到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为广大学习者构筑起物理空

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环

境，深刻改变人们的学习方式和途径。随着在线

学习、移 动 学 习、体 验 学 习、混 合 式 学 习、社 群 学

习、慕课、微课等新兴学习方式与途径的出现，将

为社会成员的自主学习注入极大的动力。

２．提供泛在学习环境。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泛

在学习环境，成为一个优质教育智慧、思想、信息、
资源层层汇聚和精准分发的“入口”，形成一站式

学习场所，使“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愿景逐步成为现实。如“互联网＋”创
造的泛在学习环境，它不仅仅是作为简单的随时

随地可学习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概念，更代表着

学习者学习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

３．成为主流学习形态。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

息中心２０１７年１月 发 布 的 数 据，我 国 网 民 已 达

７．３１亿人，手机上网达６．９５亿人。截至２０１７年

６月，我国在 线 教 育 用 户 规 模 已 达１．４４亿，利 用

手机上网学习人数已达７９００万人。移动 互 联 网

既有开放协作、去中心、自由、互动等特征，又具备

了移动网络的移动性、可识别性、可控性、实时性、
便携性、准确性、可定位性等特点，满足了广大用

户多元化、个性化、生活化的服务需求。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学习日益成为人们特别是“数字原住民”
的主流学习形态。

二、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的

问题与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由上述引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 社 区 教

育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就应该有效地积极地促

进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在这 方 面，２０１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

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２０１１年教育部《教育

信息化十年 发 展 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 出“探

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

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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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信息化 在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中 的 支 撑 与 引 领 作

用”。因此，推进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深度融合创

新，是未来支撑与引领社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领域。
近几年来，互联网和高新技术层出不穷，新的

教学形式探索实践连续不断（如慕课、微课、翻转

课堂……），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技术与教育教

学真正 融 合 了 吗？达 到 深 度 了 吗？ 实 现 创 新 了

吗？纵观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的现状，
应该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信息技术与教育“两张

皮”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学校与教

育机构以及教师仍然只是简单地将信息技术与教

育活动叠加在一起，而不是从改善学习者主观体

验的角度来形成新的教学方法和探索新的教学方

式。
（二）对策思考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以 及 在 线

教育、数字化学习的轻量化、碎片化、结构化等特

点，在信息爆炸与网络时代，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学

习、有组织的学习、有深度的学习，实现人们从“知
道分子”到“知识分子”的转变，都对我们提出了崭

新的课题。

１．适合为要。推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的融合创新，首要在于适合与适用。在信息

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进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讲

并不是最大最新最强的技术就是最好的。在运用

信息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受众、地域、时间及需求等

因素，只有最适合的技术，才能满足学习者需求，
提升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实现学习的有效性和高

效性。
因此，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

不能片面追求技术和设备的高大上，还要考虑成

本效益与本地的实效性。我们要保持“若即若离”
的状态，既要因势而新，因时而进，紧密追踪与紧

跟科技发展潮流，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又要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冷静分析与科学论证，实事

求是，做到行稳步疾。

２．教育（学习）为本。何克抗教授对教育技术

学的定义是：通过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有

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来促进学

习并提高绩效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的核

心是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应用与评

价等，需要我们重新定义教育的“教学过程”，突出

受众学习为中心，推动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受众

为中心；突出“学习”的根本属性，实现从教为主转

向以学为主。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关注

“教育＋互联网”，明确“教育（学习）为体，技术为

用”的定位，回归教育本真，注重提高教与学的过

程和质量，通过教学设计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教育学习效果。

３．需求推动。推进教育信息 化，必 须 坚 持 以

用户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解决方案。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提高学习者的学

习投入度，从而完成知识建构和分享的过程，为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解决方案，将是未来学习

者的迫切诉求。
因此，要特 别 关 注 需 求：一 是 紧 扣 学 习 者 需

求———因为有需要，所以才有价值；二是建立用户

视角———只有满足学习者需求，提 升 用 户 学 习 体

验，才能实现学习的有效性与高效性。

４．应用为王。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用得

怎么样？根据经济学效用理论，只有应用才有价

值，否则就是摆设与浪费。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信

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尤其是通过互

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学习者的各种

需要和诉求，进而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创新。
在应用方面，我们要做到两个注重：一是注重

从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的转变，更加关注教学设

计、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应用软件开发、网络

学习空间创建等问题；二是注重从教学资源建设

向教学过程的转变，更加关注教学过程各个环节

的落实、互动与交流平台建设、评价与反馈机制的

建立等问题。只有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创新，探索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以及实现教与

学方式的变革与重塑，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教学

与学习。

三、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的

探索与实践

　　近几年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从技术架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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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教学模式（探索混合学

习模式）、运营层面（试点线上线下结合服务模式）
等方面入手，以终身学习和乐龄老年化的理念为

指导，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创新，
尝试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化背景下构建学习

型社会的探索与实践。
（一）实践案例

１．福建终身学习在线。“福建终身学习在线”
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正式开通运行，其理念是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打造网上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基

于网络的“一站式”学习服务，在线平台以学习者

为中心、以知识为核心、以互动探究为特色、以移

动终端的使用为手段，支持全省７６所社区学院在

内的众多学习机构的学习者能够不受时空限制随

时随地学习。在线平台的课程涵盖七大门类，四

万门课程与视频，免费注册并向社会开放，目前点

击上网已达７３６０万人次，使福建社区教育学习实

现了三个转变：从一般性浏览学习向有支持有管

理有服务的学习转变，从单向传输向双向互动转

变，从“人人学”向“人人教”转变。下一步的目标

是增强网站的粘度，实现课程与资源的精准推送。

２．福建老年学习网。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

趋严重，城乡社区的老年教育教学所面临的压力

越来 远 大，如 何 让 更 多 老 年 人 老 有 所 学、老 有 所

教、老有所为，学会健康养老、快乐养老，支持社区

老年教育脱困。在这方面，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
建老年 大 学 于２０１１年９月 开 通“福 建 老 年 学 习

网”。福建电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老年人

的学习需求，整合医疗、保健、书法、绘画、声乐、戏
曲等２０大类教学资源，建设７０００门课程与视频

向社会开放，极大地丰富了社区教学资源，为众多

社区学习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点击上网达６０
万人次。平台经过二次改版升级，采用大中小三

种字体，并 开 发 移 动 学 习 ＡＰＰ，以 适 应 社 区 老 年

人的学习特点与习惯。同时，每年组织老年人“网
上万人行活动”，开展“助老上网工程”，开展老年

人应用计算机、智能手机上网培训等，极大地提高

了福建社区老年教育的网络化、智能化程度。

３．社区教 育“ｉ－生 态 菜 园”。福 建 电 大 建 设

的社区教育体验基地“ｉ－生态菜园”，通过开展以

绿色健康为主题的生态菜园种植的示范、教学、交

流等活动，打造社区教育体验基地品牌。项目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Ｏ２Ｏ）模式，实现网络平台自

主学习与体验基地现场互动教学、二维码扫描与

“同城活动”相结合等形式，吸引了周边大量的社

区居民报名参与“ｉ－生态菜园”学习体验。
（二）正在实施的项目

１．成立福建省终身教育大数据应用 研 究 所。
福建电大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通过福建省发改委评审，
立项建设“数字福建终身教育大数据研究所”。其

目标是建立包括社区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信息化

统一平台，开展终身教育相关的数据汇聚、分析与

应用，形成终身教育大数据领域的示范应用。研

究所将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通过采集、挖
掘、分析终身教育大数据，形成可复制、可传播、可
推广的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和可视化成果，面向社

会发布福建省终身教育白皮书以及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等细分领域分析报告，为政府、行业、企业

等提供决策、监测与行业应用依据，不断地完善和

加强社区教育，丰富和发展老年教育，培养终身教

育领域大数据应用方向人才，推动终身教育事业

的发展。

２．建设ＡＲ＼ＶＲ终身教育体验与实训基地。
福建电大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通过福建省教育厅评审，
立项建设“ＡＲ＼ＶＲ终 身 教 育 体 验 与 实 训 基 地”。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ＡＲ＼ＶＲ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社区教育体验馆、课程研发与创新中心以及电大

专业课程仿真实验室等。

３．建设智慧教室。智慧教育是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建设的目的是适应“互联网＋”发
展趋势，通过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的智慧教室，
构建学校下一代网络学习支撑体系，实现全省电

大办学网络内的并班教学、课堂录播、在线学习、
移动 学 习、互 动 交 流 等 功 能，提 高 教 学 效 率 与 效

果，以适应未来教育模式发展的要求。

４．建设社区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通过

建设新一代“社区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为

全省社区教育机构和社区居民提供数字化学习资

源与服务。平台将与两微一端（微信、微博与移动

客户端）对接，推动融媒体传播。同时，搭建Ｏ２Ｏ
模块，采取“网络课程与网上学习圈＋社区学校与

体验基地”的形式，推动社区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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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构建新一代社区教育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纵观现代教育技术４００年发 展 历 史，技 术 深

刻改变着教育的业态和生态，但技术从来都没有

改变教育的本质。我们的使命是不忘初心，应用

好技术让我们教得更好！学得更好！

（本文根据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全国社区教育

数字化学习联盟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演讲稿

整理）

参考文献：
［１］　杨宗凯．促进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深 度 融 合［Ｎ］．中 国 教 育 报，

２０１６－０８－２７．
［２］　杨志坚．泛在学 习：在 理 想 与 现 实 之 间［Ｊ］．开 放 教 育 研 究，

２０１４（４）．

［３］　吴永和．构筑“人 工 智 能＋教 育”的 生 态 系 统［Ｊ］．远 程 教 育

杂志，２０１７（５）．
［４］　陈农．人工智能＋教 育 迈 向 未 来［Ｊ／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ｈｔ－

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１１２２／０９／３８４０２４８３＿

６０８４４２８２１．ｓｈｔｍｌ．
［５］　何 克 抗．教 育 技 术 学［Ｍ］．北 京：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
［６］　苏宏，袁松 鹤．从 开 放 大 学 视 角 剖 析 技 术 与 教 育 深 度 融 合

［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４）．
［７］　黄先开．新时 代 网 络 教 育 的 责 任 与 担 当［Ｎ］．中 国 教 育 报，

２０１７－１１－２８．
［８］　沈光辉等．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进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以“福建终身学习在线”为例［Ｊ］．中国远

程教育，２０１４（１）．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ｅ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５００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Ｒ，ＶＲ，Ｍ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ｗｅ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ｒａ．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８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