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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深化改革

p教育数字化转型：如何支持深化高校
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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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十大报告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p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p “推进教育数字化”
  

p 数字中国建设规划“2522”发布



怀进鹏：切实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2年2月，教育部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教育信息化

首场辅导报告会，怀进鹏指出，要牢牢把握“方法重于技术、组织

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的工作理念，按照“应用为王、服务至上、

示范引领、安全运行”的工作要求和思路一体化推进建设与应用。

2月28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2022年春季开学典礼上，怀进鹏指出，

要聚焦数字中国，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按照“需求牵引、

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的原则，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切实以教育信

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战略行动是指在酝酿、拟定、宣告和执行战略政策过程中由国家各
部门采取的具体措施。它包括审慎的规划及妥善安排,以及决定如何

整合、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及影响。



一．教育信息化新期待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架构

三．教育教学转型实现途径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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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的新期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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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孤岛

数据孤岛
• 信息数据难以共享交换

业务孤岛
• 业务流程无法贯穿优化

系统孤岛
• 应用系统无法有效集成

根本的原因：关于“数据”技术的表达与业务的理解的不匹配。因此，需要业务、技术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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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教育教学转型实践还有距离

与 教 学 融 合 不 足

与 院 系 、 教 务 界 限 不 清

多 元 主 体 参 与 不 够

教 育 教 学 转 型 实 践 未 形 成 共 识



组织的数字化转型

研发

人事

市场销售

财务

供应链

生产

数字化平台

产品

多元主体、共识、融合



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高校综合改革

资源

人事

招生就业

财务

学工

教务

数字化是突破口

育人

多元主体、共识、数据



数据治理是转型的突破口

• 不同职能部门业务流程的“粘合剂”

• 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可以
是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
视频等。信息是数据的内涵，信息是
加载于数据之上，对数据作具有含义
的解释。严格意义上是指“信息”。

• 主数据：不同业务系统交互

• 元数据：数据的技术表达方式

• 业务数据、行为数据、状态数据

数据治理是突破口，多元主体共识、参与是关键。



教育数字化转型架构2



业务平台

数字化支撑业务变革

合格专业人才

基于工作流的业务

内部数据 外部数据

专业人才

业务流程

内外数据

由外而内：
数字化转型
或重塑的社

会需求

开放的数字基座基础环境



数字基座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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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网络 计算 存储

13

学校核心数据

身份数据 组织数据 应用数据

13

学校的开放API

认证 授权 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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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市场

第三方应用 自研应用 合作伙伴应用

院系
访问

上级
交互学校层面的数字基座



“智能化校园”本质：物理空间中教育在数字空间的拓展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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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生活

教学空间

ICT

教学空间

ICT
教学生活

物理世界和CyberSpace中主体责权利的一致性，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



实现途径3



实现途径3
确立业务转型，开启平台战略



3.1 确立业务转型，开启平台战略

区块链 AI

物联网
自动
化

工作流

业务平台

服务平台服务平台

业务平台

技术平台

平台战略

业务、服
务、技术
平台，助
推教学模
式、管理
与服务模
式变革

数据 基础服务认证授权



3.1 确立业务转型，开启平台战略

共识一：数字化转型是业务、服务、技术平台的重新设计



3.1 确立业务转型，开启平台战略

共识二：多元主体机制，特别是具有前瞻视野的教师、院系（教学）、职能部门（管理）
参与，IT团队是组织者、具身实践者



实现途径3
挖掘数据价值，倒逼模式变革



3.2 挖掘数据价值，倒逼模式变革

通过数据治理，发挥服务平台数据
的教学支持价值，改进评价机制，

数据的解释，防止各说各话ISO/IEC 38505-1:2017 数据治理框架

数据决
策支持

管理者 IT人员

教师



3.2 挖掘数据价值，倒逼模式变革

数据作为粘合剂：安全是保障，伴随式收集才是有效手段（伴随服务获得数据）
伴随数据的流动，认识业务优化业务

上报式收集 伴随式收集



实现途径3
描绘组织架构，助力教育架构转型



3.3 描绘组织架构，助力大学架构转型

架构即运行模式，从
提升管理和服务效率
出发，改革学校组织
架构（职能部门以及

院系设置）

合格专业人才

基于工作流的业务平台

内部数据 外部数据

基础设施

数据、应用

技术平台

与外部交互

高
校
组
织
架
构

组织架构是企业的流程运转、部门设置及职能规划等最基本的结构依据。业务平台设计离不
来组织架构，才有：业务-》角色-》RBA

共识三：组织架构的优化



3.3 描绘组织架构，助力大学架构转型

组织变革应该始于最高管理层，因为最有可能受决策影响的恰恰是业务部门领导
组织架构变革是自我革命！



数字化转型助推组
织架构变革

• 跨部门业务：职能部门职责调整
• 校级协同：本科教学信息化需要

分管教学和分管信息化的领导协
同

• 学院的教学特色增光添彩，需要
更多协同，如：如何将学院“名
教授”变为学校“明星教授”

• 技术团队：如何技术保障？动态
及时保障？引领业务？“兜底”
与“妥协”？IT技术团队的定位
转型



3.3 描绘组织架构，助力大学架构转型

• 服务平台：概念数据模型为战略服务

• 业务平台：逻辑数据模型为业务流程设计服务

• 技术平台：物理数据模型为技术实现服务



实现途径3
再造工作流程，积极利用AI



3.4 再造工作流程，积极利用AI

通过AI提升提升服务的
个性化和人性化

问题：助教的作用，抄
袭的界限



3.4 再造工作流程，积极利用AI

IT团队的价值：业务平台流程、基础服务API的开放性、灵活的可重构性
数字基座的主导者

低代码+工作流引擎+流程设计



实现途径3
重塑员工技能，激发组织潜力



3.6 重塑员工技能，激发组织潜力

• 新型的业务平台需要员工有新业务
与技术技能提升

• 业务人员的经常性个性化业务培训



数字化转型中的“合
成谬误”
• 新型跨部门的业务平台需要取决于相
关员工对新业务的能力及理解

• 需求不是业务人员的各自需求的简单
叠加

• 说服个别部门表现优秀的信息化人不
容易，多个优秀任务的协同尤其困难

• 形成“共识”需要有共同的定位与目
标，还需要“露两手”看看



3.6 重塑员工技能，激发组织潜力

技术与业务协同，学校与学院协作需要新的视角

划分边界

协同组织

加强沟通

打通数据



实现途径3
选择安全信任，赢得转型可持续



3.7 选择安全信任，赢得转型可持续

数据源、平台、应用的安全

• 《网络安全法》

• 《数据安全法》

• 《个人信息保护法》



3.7 选择安全信任，赢得转型可持续

安全、隐私保护与数据分析之间的权衡

从集中化学习，分布式现场学习，到联邦学习



总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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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战略目标”就是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

服务学校发展战略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管理服务效率

服务教学科研

支撑科学管理决策

服务立德树人



总结

业务、技术两支力量协同推进



创新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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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基础底座为基础的可持续架构开启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战略，IT部门

（技术框架、监管，激励）、师生及业务部门（应用及资源开发，至少是参

与）、企业（参与服务）形成共识，良性生态系统

• 探索是一个过程，机遇与挑战共存，教育新形态没有标准答案

• 探索就是一种试错、迭代，是一种创新



总结

多主体：教育数字化转型永远在路上
IT人：成功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