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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新基建背景下建成的教育云平台将推动数字学习资源朝着智能化、虚实融合的方向发展，

将提供更优化的新型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本文基于教育云平台，从教学资源、教学过程、翻转课堂、

教学评价、教学管理及教师成长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教学云平台的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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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bui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and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and it will provide a more optimized new mod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ply. Based on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cloud plat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proces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eache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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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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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

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建设设施体系，即

教育新基建。教育新基建是对教育信息

化现有发展基础的传承和创新，更加注

重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它支撑

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培

育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动能。《意见》还

提出建设新型平台体系基础设施，提出

从构建新型数据中心、促进教育数据应

用、推动平台开放协同和升级网络学习

空间等四个方面构建“互联网+ 教育”

大平台。“互联网+ 教育”大平台的关键

属性是共享，鼓励建设地区性的大数据

中心，共享算力资源；促进数据在教育

教学中全方位应用，共享数据资源；提

供多元服务推动业务上云，共享教育生

态；依托网络学习空间加强师生互动，共

享学习知识。 

教育新基建强调夯实整个高质量教

育体系的“数字底座”，为教育创新变革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和应用环境，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新的动力。“新网络”，首次提出

建设教育专网，实现网络地址、域名和

用户的统一管理，推进IPv6 等新一代网

络技术的规模化；“新平台”，构建开放、

灵活、智能的大平台，如通过打造数据

大脑，搭建高速网络数据中台等；“新资

源”，优化资源供给模式，构建国家统一

的学科知识图谱，支撑实现教育规模化

和个性化的统一；“新校园”，强调构建

基于高性能传输网络打造集成化的双空

间环境，赋能虚拟空间的发展，通过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提

升；“新应用”，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人技结合的

实现，加快教育发展模式与动力结构的

转换；“新安全”，利用技术赋能数据传

输和存储加密，形成全链条的在线教育

监管体系等。 

1 教育云平台 

教育云平台将提供更智能化的新型

教育生态、更优化的新型教育资源供给

模式，以及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云平台将推动数字学习

资源朝着智能化、虚实融合的方向发展，

为学习者构建更具真实性、更强体验性、

更深交互性的学习资源环境，智能学习

资源环境，能够根据学习者特征提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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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的学习资源与服务，提供人机协同、

人机融合的更加智能化新型教育生

态。其次，教育云平台将提供更优化的

新型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最后，教育云

平台将促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的

形成，泛在学习与终身学习新生态将逐

步构建。 

在教育云平台基本功能中，最底层

是提供IaaS服务的基础设施，包含云计

算资源服务器、云计算应用服务器、云

存储、云备份及云计算网络设备等；中

间是提供服务的PaaS层，包含学习资源、

教学案例、课堂实录、试卷试题等资源

云，及存储业务数据的中心数据库及负

责统一认证和运行监控的集成平台等；

最上层是提供给用户的核心应用层，包

含云备课管理、考试与评价、学生学习、

教科研管理、网络培训、网络培训、教

学管理、教学质量检测等。 

2 教育云平台的教学应用 

2.1丰富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包含有公开

使用的云课件、云课堂、资料夹、备课

包等，教师可以利用云平台上丰富的教

学资源进行教学，实现资源共享，解决

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如优质教育资

源集中在中心学校，无法覆盖偏远地区。

此外，教师可实现基于教育资源云翻转

课堂，教师学生可基于网络随时随地学

习，并分别在个人学习空间及教师空间

加以学习及教学记录，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 

2.2教学过程记录 

教育云平台会对教师及学生的整个

教学活动过程加以量化记录，教学过程

中的互动数据如讨论发言等，教育云平

台均可以存储记录、统计汇总并以可视

化的形势反馈给教师，从而教师可以从

教育云平台提供的可视化数据直观的看

出学生的学习详情及掌握情况。 

2.3促进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形成，实

现翻转课堂教学 

新冠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使得教师的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与思

考，在线教学和线下教学相互作用、融

合开展对师生的充分有效互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基于教育云平台，可以有

效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基于区

域教育云平台的混合式教学，不仅仅是

简单利用云平台资源的教学实践，更是

深层次的教学应用，其是在区域教育云

平台资源丰富、功能完善基础之上，在

课前、课中、课后等三个环节中利用云

平台开展的线上线下交替混合式教学

活动。 

2.4智慧评价系统 

教育云平台在教学评价方面，为教

师、学校、学生提供了一个智能平台，

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学情数据中可

以直观地看出学生当前的学习情况，包

括学习时长、学习资源量，作业完成情

况，人均答题量、答题正确率；互动情

况，包括互动时长、活跃人数。点评数

据模块中教师可以点评总分，观看点评

数、学生得分分布、积极表现占比等。通

过云平台课，促使学生重视每个教学环

节，全面掌握知识点，保证学习效果。在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上，强调学生参与

和师生互动，减少了传统的课堂考勤占

用教学时间，同时较好的量化了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此外，最大程度的提高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结语 

教育新基建背景下将建成的教育云

平台，将推动数字学习资源朝着智能化、

虚实融合的方向发展，将提供更优化的

新型教育资源供给模式，将解决现在教

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如教育资源不公

平、缺少资源汇聚渠道、决策者层面缺

少决策数据支撑、教务、办公等环节占

用教师大量时间、管理者难以获知信息

化开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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