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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人人通”让学习无边界
———解读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教育信息化实践

□特约通讯员 杨 骊 王大龙

拱墅区是浙江省杭州市中心城区之一，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隋
唐以来便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和繁华商埠。 频繁的商业活动使人们拥有
了灵活的思维和善于学习的品质。 所以，当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教育创新
的突破口，拱墅区教育人也积极跟进，以新技术促动教育大发展。

“互联网+”教育什
么样？区域推进教育信
息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所有学校班班通网
络，每位教师都使用多
媒体教学，还是学生人
手Pad，作业告别“纸时
代”？显然，基于这一层
次的理解忽视了信息化
的真正内涵。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
区教育局局长张云雷认
为，“教育信息化，不仅
仅是促进信息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更
要借此推动教育改革，
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
的创新人才，促进教育
现代化”。而这也是“互
联网+”时代教育最重
要的特征之一。

从“规划优先、硬件
优先、应用优先”三大优
先战略，到“区域推进、
分步实施、全面融合，引
领教育信息化发展；学
校并举、和而不同、多元
发展，创新教育信息化
特色”的整体推进策略，
拱墅区教育信息化实现
了一个又一个创举：
2012年完成浙江省第
一个县级区无线上网服
务全覆盖；2014年拱墅
区教师网络学习空间
（工作室）上线使用，受
到教育部发文表扬；
2015年实现全区中小
学校园网络万兆骨干千
兆到桌面，第一个完成
全省县级区万兆骨干网
互联的教育城域网……

如今，拱墅区形成
了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
革和教育发展的良好态
势，并在逐步实现资源
数字化、教学多媒化、教
研网络化以及教育教学
观念现代化，使教育信
息化成为拱墅教育发展
的助推器。

“过程性评价针对的是活动本身，评价主
体需要多元化，自评、互评，家长和教师尽量
多参与……” 当教研员蒋雪飞在对某一位教
师进行教研辅导时， 各学校品德教师也纷纷
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幕不是发生在研讨室，而
是在电脑屏幕上。

午饭时间， 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屏幕前，
调取各学校食堂监控的画面。 以前，检查学
校食堂安全工作都会下学校，一次只能检查
两三所，现在全区中小学的食堂监控都与区
资管中心进行对接。 “有了技术硬件支持，我
们就可以一手掌控各校的食堂安全，而且数
据都有备份， 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调出录像，
找出问题根源。 ”区教育资产管理中心副主
任张频说。

在 2014 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抽测工作中，拱墅区自主建立的“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信息管理平台”投入使用。每个
参与测试的学生都会有一张记录卡， 测量身
高时， 学生只需要刷一下卡， 然后站在仪器
上，相关数据都会自动记录；跑 50 米，起点终
点都有红外线，学生越线的同时，数据也自动
被记录下来。

这些工作看似没有关联， 但都需要强大
的硬件作支撑，这就是万兆光纤带来的便利。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 拱墅区不断加强在
信息化融合应用方面的探索。

对学生信息的深入研究与分析， 是拱墅
区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 为了对全区学生体
能做精细化分析， 拱墅区建立了中小学生健

康成长信息管理平台， 全区所有学生的健康
数据都会录入数据库中。进入管理平台，管理
人员既能查阅区中小学生体能状况的优秀、
良好、合格和不合格率，也可以调出任何一个
学生的体能指标。

“这个系统使用起来很方便，也很实用。”
新城实验小学体育教师唐侠介绍， 新系统免
去了教师的大量统计， 而且自动记录的计算
机分析结果也将成为学生的电子档案， 记录
他们的成长。目前，拱墅区教育局正在与浙江
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合作， 计划在该管理
平台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智能软件，对学生
的体能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诊断，给出合理化
的意见。 体育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硬邦
邦的教学任务， 落脚点还是应该放在孩子的

健康成长上，“尽早发现学生的体能缺陷，并
及时给出有益的建议，这才是以人为本，为了
孩子终身发展考虑的教育。 ”张云雷如是说。

“没有公共平台的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
只是数据孤岛，没有数据的留存和深度挖掘，
教育信息化可能会流于形式。”拱墅区教育局
副局长刘海炎说。 拱墅区教育信息化的高速
推进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在
大大节约信息传导成本的同时， 也促进了管
理与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实现了服务全体
师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多种教育资源的无边
界交流，为实现“改革创新、南北均衡、学教和
谐、敢于超越”的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强区插上
了科技的翅膀，成为助力“互联网+”教育时
代的有力探索。

多渠道融合 “互联网+”建师生成长高速路

通过数字校园的网络化 、 智能化和个
性化， 服务于学校管理及教育教学的各个
方面， 拱墅区教育信息化水平整体得到很
大的提升。 但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脚步应
该到学校为止吗？ 当然不是 ，“打通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快车道，智慧在民间 。 ”拱墅区
教育局副局长周建仁说 ， 拱墅区注重来自
教师的力量。

2012 年， 拱墅区成为首批国家教育信
息化试点单位，为了更好地进行创新 ，拱墅
区依据 “以特级教师工作室和学习空间推
动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的试点项目 ，成立了
课题组，研究适合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法 、

新途径。
2014 年 1 月，“拱墅区教师网络学习空

间（工作室）”平台正式上线使用，教师学习空
间（工作室）分为个体工作室和团队工作室。
个体工作室是特级教师、名教师、草根教师的
专业发展工作室。团队工作室则以学科教研、
学校发展群、 主题、 特色品牌等命名的工作
室。截至目前，在线开展教研活动 1400 多次，
有 3500 多名教师参与。

“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大家在自己的办公
室，就可实时进行视频教研。 ”90 后教师姚梦
洁是区级网络工作室“蓓蕾科学工作坊”的管
理员，工作室发起的《自主性游戏》教学研修

吸引了蓓蕾幼儿园 2 个园区 49 名教师参加，
“研修过程不仅变得可视， 研修过程的视频、
资料被即时保留， 使平台变为第一手的教学
资源库”。

在这个开放平台，除了教育教学专业研
修外，丰富多彩的教师个性特长也得到了发
挥。 浙江省特级教师王崧舟的工作室，不仅
有他几十年语文研究的精髓 ， 还有名师书
斋、诗意语文、诗意花絮等板块；行知中学教
师池长征的摄影工作室，呈现的都是他的摄
影作品和摄影器材用途攻略，这些看似和教
学并没有关系的内容却提升了他的个人魅
力 ；大关苑一小数学教师严政建 ，他的学习

空间里都是关于书法的研究成果，点击量很
高。 2014 年底，拱墅区举行第一届优秀网络
学习空间、网络工作室评选 ，涌现出草根教
师网络空间建设的热情和人气，毫不逊于名
特教师，大大促进了教师网络研修的交流与
互动。

教师网络学习空间不仅立足于拱墅区，
通过省师训平台的账号， 省内教师可以参与
到拱墅的教师研修活动中来，实现跨区域、跨
校际的研修活动。 大关中学附属小学与萧山
区临江新城实验小学在平台上开展两校间的
教师研修活动，为学校间开展“城乡学习共同
体”建设开辟了新阵地。

智慧在民间�打通发展快通道

创数字校园�形成特色多元化

教研活动不用调课、 赶路， 只要登录电
脑，就能进行即时教研；设备故障，打开 APP
扫一扫设备条形码就能上报维修信息； 教师
高峰时段登录教育城域网，多人同时下载 2G
的高清课堂实录文件， 比之前节省了 30%的
时间。

“我们率先在省内直接升级到万兆光纤，
所有中小学将享受快速上网的乐趣。”拱墅区
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杨骊说， 拓宽的信息高速
公路，将一举打破宽带的限制，为大规格网络
阅卷、高清视频点播、高质视频会议、优质教
育资源等大流量应用提供安全稳定和可靠的
数据链路， 为学校未来 15 年至 20 年教育信
息化提供网络保障。

拱墅区教育人用行动阐释了他们的态
度：没有信息化的教育是落后的教育！对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高定位，促使拱墅区更早、更快
地展开行动。

2011 年，拱墅区区委、区政府将“教育信
息化提升工程” 定为拱墅区八大教育现代化
工程之一。 2012 年 6 月，拱墅区首次召开教
育信息化工作专题会议，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保证每年投入
信息化建设不少于 2000 万元；将全区所有学
校的班级从多媒体电视机升级到交互式电子
白板或多媒体触摸一体机；为全区 3500 多名
一线教师更新了笔记本电脑， 完成教师第二
轮手提电脑的更新配备。至此，全区中小学计

算机教室拥有率、万兆校园网覆盖率、教师笔
记本配备率 、 班级多媒体配备率均达到
100%。 与此同时，拱墅区教育局加强培养专
业技术人员 ， 要求学校将生均公用经费的
10%用于设备维护和相关人员的培训。

专家引领，培育专业团队。拱墅区成立由
省市技术中心、高校、兄弟（县）区等专家组成
的专家组，以及技术研究组，聘请 6 位专家为
教育技术兼职研究员， 每周定点时间参与区
教育技术中心的工作。

分层培训，提升技术应用能力。拱墅区实
施多层培训机制， 一是邀请专家开展技术培
训，并通过实地参观学校信息化建设，深化对
教育信息化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二是开展面

向校级领导干部的信息化培训， 提升校长的
信息化领导力； 三是实施负责人及网管员的
培训； 四是启动全体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培训。

强化应用，构建公共服务应用平台。拱墅
区构建了数据基础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区教育门户网站等三大基础平台， 并实现与
省师训管理平台数据库对接，统一管理学校、
教师、学生等基础数据，实现统一数据交换、
基础数据服务。在此基础上，拱墅区还推出了
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工作室）、资产管理、教育
督导管理系统、 学生体质健康成长信息管理
系统、网络阅卷、资源库（资源圈）等公共应用
服务。

软硬件到位�确保建设同起点

2014 中国（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上，拱墅区教育局“智慧校园”项目的精彩展
示，深深地吸引了与会者。学校是区域教育信
息化的落脚点和突破点， 拱墅区积极探索适
应校情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方案， 促进学生的
多元发展。

为达成这一目标 ， 让学校在区域整体
推进的高水平环境下更好地开展特色化应
用研究， 拱墅区对全区数字校园建设进行
了周密部署。 2011 年，拱墅区启动卖鱼桥小
学等 3 所学校的数字校园试点工作 ， 在试
点学校信息化建设取得进展后 ， 增加数字
校园示范建设校数量 ， 开展教育信息化特
色应用探索。

在区域统一规划部署网络环境基础上，
拱墅区积极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平台的培训、
应用、落实。 例如，结合全区教育信息化硬件
建设，构建学校的网络信息化环境；结合区域
公共应用服务推广， 开展提高教育教学管理
水平和效率； 结合国家教育信息化项目的实
施，落实学校的教学应用研究，构建区域信息
化应用的大环境。

为避免学校重复建设，2013 年起 ，拱墅
区各中小学机房内的服务器被区里统一回
收管理，学校省去了烦琐的维护工作 。 “过
去每所学校都配有独立的服务器 ， 但是并
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把资源充分利用 。 现在
全区集中回收服务器 ， 学校可以申请虚拟
服务器， 多出来的资源就可以让其他学校

使用，节约成本、优化管理。 ”区教育技术中
心主任助理潘嘉说 ， 应用区域平台大大降
低了学校建设通用平台的精力和时间 ，避
免了数字校园建设“千校一面”的现象。

相同的起点 ，给予学校更公平的环境 ，
但也要求学校积极开发 ， 建立基于学校办
学特色、教学特色的应用。 浙江省教育技术
中心主任施建国认为 ，“数字校园建设既要

与教育教学管理深度融合 ， 又要有自己的
亮点和特色”。

经过多年的探索 ，在教育教学管理 、文
化品牌特色、课堂教学实践等方面 ，拱墅区
一批特色鲜明的数字校园脱颖而出 。 卖鱼
桥小学的 Pad“一对一”教学实践，帮助教师
实现课堂监控 ；拱宸桥小学的智慧云班级 ，
学生学得如何，教师可以一手掌握 ；外语实

验小学开展的沉浸式外语学习环境应用 ，
让外语学习不再难。

在提高学校管理效率方面， 一些学校也
摸索出新方法。 如大关中学自主开发的学生
学业分析系统，可以帮助教师分析教学成效，
帮助学生认识知识点缺陷； 行知中学的智慧
课堂之智能组卷系统， 能让学生进行有效的
学业自测； 运河学校基于移动技术的开放课
堂实践， 家长可通过手机终端了解孩子的在
校情况。

学校不仅是教授课本知识的地方， 也是
促进学生个性成长的平台。 大关中学附属小
学基于航空航天科技教育的飞梦网， 实现虚
拟 3D、探究性学习、社区互动、游戏知识于一
体； 长征中学正在打造的 “选修课及资源管
理”学习社区，可实现学生网上自主选课、自
主学习、学分评定等多项功能；大关苑一小正
在打造的 SDC 学习社区， 通过学生的学习、
发现和创造，实现资源搜索、项目探究、互动
评价、存储展示。

为调动学校的积极性 ， 拱墅区构建了
包括教育装备 、资源建设 、应用推广 、应用
效益等四项内容的评价体系 ，将教育信息
化绩效评估结果纳入全区的学校年度目
标考核中 ，其中应用推广 、应用效益占考
核比的 50%。 截至目前 ，拱墅区建设 “数字
校园 ”示范建设校 18 所 ，占公办学校 65%，
其中 10 所被确定为省 、 市 “数字校园 ”示
范建设校 。Pad 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