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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调研与战略研究报告》内容简介：教育部2007年底下达教政法厅函
【2007】66号文件，启动教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重大课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
用研究”的研究工作。本课题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谢焕忠司长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
长杨宗凯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的30多
位教授与专家。
2008年2月22日，教育部科技司在教育部组织召开了“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研究”启动工作会，华中
师范大学国家级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并开通课题工作网站。至此，正式宣告课题研究工
作开始。课题组成立了3个工作小组：第1工作组——调研组，负责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实证调研工作；
第2工作组——标准组，负责梳理国内外与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标准：第3工作组——规划组，负责制定
我国未来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战略规划。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以下成绩：（1）编写了12个具有实证研究
支持的、内容翔实的专题研究报告，为形成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奠定了基础：（2）构
建了国家教育信息化统计指标，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3）梳理了国内外教
育信息化领域的标准与规范，以促进教育信息化标准的推广与应用；（4）编制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战略研究报告，为编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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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政策建议
　 5.1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化组织保障体系
　 5.2 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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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教育信息化管理及政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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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基本经验
　第三章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与发展瓶颈
　 3.1 我国教育信息化面临的历史新机遇
　 3.2 信息技术发展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
　 3.3 教育信息化深化发展需要消除的主要瓶颈
　第四章 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原则与目标选择
　 4.1 战略规划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规划原则
　 4.2 战略方针的确定和总体目标选择
　第五章 战略任务以及战略突破口
　 5.1 战略任务总体描述
　 5.2 高等教育信息化
　 5.3 职业教育信息化
　 5.4 基础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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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人才队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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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是很适合自己的
2、读起来很枯燥，不过数据还是很翔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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