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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深刻地改

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并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知识供给

模式和科研创新范式，知识创新不断加快，从发现到发

明、从发明到应用加速迭代，促使教育内容、教育模式

和教育形态深刻变革。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数字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教

育数字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

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各地各校在完善校

园网络环境、强化资源供给、开展创新探索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2 年，中国教育部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坚持联结为先（Connection）、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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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Content）、合作为要（Cooperation）的“3C”发

展理念，聚焦集成化（Integrated）、智能化（Intelligent）、

国际化（International）的“3I”战略方向，围绕学生学

习、教师教学、学校治理、教育创新、国际合作等核心

场景，有组织地推动大规模、常态化应用，探索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 

当前，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包容和公平的优

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的普遍共识。面对教育发展与变革，中国愿与世界各国

携手合作，共促国际文明互鉴、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

建协同创新生态、共护人工智能安全，构建伴随每个人

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

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为全面介绍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

理念、思路、举措和成效，分享智能时代教育发展与变

革的实践经验，深化数字教育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共绘

全球智慧教育发展新蓝图，特此发布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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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 展 历 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多次就教育数字化作出重要指

示。中国政府围绕普及优化学校数字化环境、强化

优质资源供给、深化大规模常态化应用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工作，正从转化阶段、转型阶段并行，加速

迈进智慧教育阶段，构建起面向智能时代的现代数

字教育体系。  

一、准确识变，夯实教育数字化发展根基 

2012 年，中国政府召开首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提出“三通两平台”①的战略部署，推动教

育信息化发展进入快车道。 

加强教育信息化规划部署。2012 年，中国教育部发

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① 三通两平台：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和教育管理两大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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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三

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 ①，推动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

围绕数字教育资源、网络学习空间等方面制定系列政策

文件，构建起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体系。 

完善学校教育信息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服务普及，让老百姓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中国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联合实施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接

入互联网。实施利用高通量宽带卫星实现学校（教学

点）网络全覆盖试点项目，解决海岛、戈壁、高原等

极端环境的学校联网问题。到 2020 年底，中国未联网

学校实现动态清零。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2012 年底，中国教育部、财政部启动“教学点数字

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让 6.4 万个教学点“一个不落”

                                       
① 三全两高一大：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

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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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教育资源。普及“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

校网络课堂”应用，推动超 4.6 万所学校开展在线教学。

2013 年以来，累计上线 9.7 万门慕课，选课总人次达 14.5

亿，慕课建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开展教育信息化国际交流。2015 年，首届国际教育

信息化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通过《青岛宣

言》等成果文件，为全球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

南。2019 年，首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致贺信，发布《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

形成国际社会对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共同愿景。 

二、科学应变，组织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中国政府迅速

将超前部署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转化为保障“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教”的能力，实施了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 

快速搭建大规模在线教学平台。中国教育部部署以

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基础教育开通上线国家中小学

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统筹课程学

习和专题教育；职业教育开放 203 个国家级专业教学

资源库，积极组织线上教学；高等教育集成 2.4 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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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在线课程，遴选 22 家在线教育平台免费向师生开

放使用；就业方面推出“24365 校园招聘服务”，有效

应对疫情对教育的冲击。 

大力保障大规模在线教学实施。网络保障方面，中

国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协调电信基础运营商对在线

教育平台进行流量保障。应用保障方面，有组织、成体

系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免费供广大师生使用。各地及时

出台在线教学行为规范、组织教师网络研修，帮助教师

掌握在线教学技能。安全保障方面，中国教育部、中央

网信办、公安部共同维护在线教学平台网络安全，保障

广大师生切身利益。 

全面总结大规模在线教学经验。通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等多边机制，多次宣介中国大规模在线教学组织经

验。中国教育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编写《教育

应对疫情参考手册》，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开展合

作，推动将特殊时期在线教学的应急实践，转化为数字

技术应用普及深化的宝贵经验。 

三、主动求变，吹响智慧教育的时代号角 

20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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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教育部启动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推动“教育信息化”向“教育数字化”转段升级。  

擘画教育数字化新蓝图。2024 年，中国政府召开全

国教育大会，提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从“覆盖面”到“受益面”，

中国数字教育正在从“量的扩增”迈向“质的飞跃”。

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对

教育数字化进行专章部署，提出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

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 

把握教育数字化发展方向。2025 年，人工智能发展

迎来突破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有了智

联网、人工智能，教育的工具和方法会发生变化，学生

能力培养会有变化，这些正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和基本的认知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不能放松的，基本功还

得有。中国教育部坚持守正创新，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丰富“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数字教育资源，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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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远大理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育智能时代高素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要推进人工

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

质人才。中国教育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扎实

推进相关教材、课程建设。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

人工智能课程教材资源，推出人工智能工具，出台应用

指引文件，全面提高广大师生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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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 展 战 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

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自 2022

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以来，中国教育部坚持

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发展理念，聚

焦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战略方向，加强教

育数字化统筹谋划，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实施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促进数字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 

一、加强统筹谋划，构建智慧教育“四梁八柱” 

中国教育部坚持“方法重于技术、组织创新重于

技术创新”的理念，加强理念、制度和机制设计，发挥

政策杠杆作用，保障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明确战略行动工作理念。坚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

合作为要的“3C”理念。联结为先，即构建国家智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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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平台体系，集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

中小学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

智慧职教平台）、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下

简称智慧高教平台）、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

下简称终身教育平台）4 个国家平台和 32 个省级平台，

实现平台互联、用户互通、资源共享。内容为本，即不

断强化优质资源和应用的供给，汇聚优秀学校、优秀老

师能力打造“永不落幕”的课堂，切实增强广大师生和

社会学习者的获得感。合作为要，即加强数字教育国际

交流合作，推动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通过部省联动、

部际协同、政企合作，构建多元参与的教育数字化发

展新生态。  

加强战略行动工作部署。中国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围绕集成化、智

能化、国际化等方面，对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进行全面部

署。同时，围绕行业应用、资源建设、数据治理、安全保

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构建起教育数字化的政策体

系。2022 年以来，每年 3 月 28 日组织专题活动，明确年

度教育数字化工作重点任务。2023 年召开全国教育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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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推进会，2024 年召开全国教育数字化工作总结会，谋

划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鼓励战略行动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教育数字化创新机

制，构建良好的教育数字化发展生态。在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整省试点和分项试点的基础上，开展国家中小学平台全

域应用试点，在广东、甘肃、海南推动平台全域全员全流

程应用，在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开展平台规模应用试点，

探索国家平台大规模常态化应用机制。组织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应用典型案例遴选，并为最受欢迎课程颁发证书；建

立基于数据的平台运行监测机制，实现“平台管平台、平

台评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链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国故宫博物院、数字敦煌等社会资源，智慧高教平台接入

爱课程、学堂在线等 20 余家企业在线课程平台，构建多元

参与的资源供给机制。 

二、推进集成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中国教育部聚焦资源服务、公共服务、终身学习等

三大核心场景，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为世界上规

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数字教育平台。2023 年，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马德·本·伊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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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哈利法国王教育信息化奖，表彰平台在促进公众的知

识获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截至 2025 年 4 月，累计

注册用户突破 1.64 亿，页面浏览量超过 613 亿，访问用

户来自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打造公共资源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持续汇聚优质

数字教育资源，让“全网好课、尽在掌中”。构建“四横

五纵”资源供给格局，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终身教育为“四横”，以德、智、体、美、劳为“五纵”，

汇集中小学资源 11 万余条，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1.13

万余门，高等教育优质在线课程 3.1 万门，终身学习课程

超 2000 门。开展数字支教试点，推动高校师生利用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的优质资源，帮助乡村学校开齐、开足、开好

国家规定课程。目前，活动已在全国 10 个省份、95 个区

县落地，为 252 所乡村学校 6 万余名送去 1 万多小时优质

课程，有效缓解乡村学校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实施“慕

课西部行”计划，将东部优质的师资和慕课资源持续不断

输送至西部地区高校。目前，已累计面向西部高校提供 21.3

万门次慕课及在线课程服务，东西部高校携手开展 1030

万门次混合式教学，西部受益学生数量达 7.2 亿人次。 

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集成 8 大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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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服务，实现“一键在手、服务到家”。就业服务促进人

岗适配，每年面向高校毕业生汇集发布岗位信息超 2000

万个。实施“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加强岗位信息互

联共享；推出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通过多种形式打造大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名师金课”。考试服务支撑科学选才，

构建从政策宣介、在线报名、成绩查询、证明验证等全流

程服务体系，覆盖高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全国大学

英语四六级考试、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5 类考试，累计办理

各类考试服务 437 万件，为广大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教师服务赋能减负增效，提供教师培训查询、惠师服务等，

移动端“中国教师”小程序集成电子工作证、职业生涯发

展、地方特色应用等功能。学历学位服务便捷准确，2024

年提供免费查询验证服务近 7 亿人次，日均服务量突破 190

万人次，有效提升群众办事效率，增强群众获得感。 

打造终身学习平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提供泛在可及

的终身学习服务。设有通用数字素养、数字生活与必备技

能、数字技术与行业应用等专题课程，开设人工智能、类

脑智能、办公工具应用等职场实用课程，服务终身学习者

800 万人次，支持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设立“银龄学堂”

栏目，开设涵盖德、学、康、乐、为等不同主题的系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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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00 余门，累计服务超 1500 万人次，助力老年群体乐享

银龄生活。设立院士讲堂专区，动态上线院士领衔主讲的

科学素养类课程，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设立文化素养栏目，

提供名师大家和人文素养类访谈等，促进以文化人、以美

育人，服务超 500 万人次。设立家庭教育栏目，聚焦家风

建设与家国情怀培养，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与综合素质

提升。设立社会教育栏目，聚焦社会热点话题，提供法律

科普、家校社活动等课程，服务多地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等活动，有效支持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建设。 

三、探索智能化，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 

中国教育部积极拥抱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围绕

“学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创人工智能、护人工智能”

主动布局、超前谋划，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持续上线人

工智能课程，将其打造成为师生的公共课、人人的基础

课。设立“AI 学习”专栏，邀请著名学者打造精品通识

课程，联合头部企业开设前沿交叉讲座，为广大师生送

上人工智能的“知识盛宴”。中小学平台上线人工智能

教育相关资源 119 节；智慧职教平台上线 482 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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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识课程和场景应用课程；智慧高教平台上线人工智

能专区，集成 68 门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群、36 门特色交

叉课程资源、12 门大模型课程等；终身教育平台推出

133 个人工智能短视频课程资源，构建覆盖大中小学和

社会学习者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 

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集成上线系

列学科大模型和智能工具，鼓励广大师生探索人工智能

赋能教育变革的创新路径。开发系列智能工具，实现知

识问答、智能搜索、资源推送等功能。上线“AI试验场”，

围绕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科学研究四大方

向，汇聚“AI课堂”“数学解题助手”“智能出题助手”

等一批实用智能工具，获得师生广泛好评。智慧高教平

台上线接入 9 个国产通用大模型，配套建设师生人工智

能应用能力测评系统，为师生应用大模型提供了便利。

实施教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行动，首批推出

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领域的学科垂

直模型，打造行业大模型的示范标杆。 

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数据优

势和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依托大学数字

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中的电子图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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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文献资源，分学科、分层级建设专业领域高质量

数据集。组织教育语料开发工作，汇聚覆盖本科阶段 12

个学科门类和高职阶段 19 个专业大类的高质量教育教

学语料，为教育专用大模型训练提供基础。研发中小学

智能教师服务系统，将优秀教师育人智慧融入大模型。 

守护人工智能安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人工

智能算法备案登记，评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的人工

智能应用。一体评估平台、数据、算法和训练环境，全

方位排查深层次隐患，确保合法合规、高质量运行。强

化对输出端内容的安全测试，建立常态化的机器检测机

制，确保模型问答不触碰法律底线。组织开展人工智能

条件下的教育社会实验，对未来智慧教育形态进行充分

预演、科学应对、方案预备，为处理好人工智能与教育

的关系提供实证支撑。 

四、促进国际化，深化数字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教育部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数字

教育作为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打造系列数

字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品牌。 

打造世界数字教育合作交流平台。中国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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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 2030 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联

合国教育变革峰会筹备，倡导将数字变革作为全球教育

变革支柱之一。中国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数字

学习门户”项目全球牵头国家。自 2023 年起每年举办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聚焦数字教育发展形成系列重要成

果。2023 年大会发布《世界数字教育发展合作倡议》，

2024 年大会发布《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倡导加强

对话沟通，让数字教育惠及每个人。2024 年上线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国际版，向世界学习者免费开放超 1000 门

优质学习资源。2024 年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吸收来

自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个组织加入。2024 年创

办《数字教育前沿（英文）》，聚焦数字技术和教育领

域的跨学科研究。相应研究机构自 2023 年起每年发布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综合评估各国数字教育整体

发展水平。召开中国—非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

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对话会，推进全球南方合作，重

点关注非洲国家数字教育发展，优先支持妇女赋能和

青年技能培训。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数字教育

联盟和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开展区域内国家的

数字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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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世界数字教育双边多元合作。中国与新加坡、

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芬兰等国教育部门签署

合作协议，将数字教育作为双边合作重要内容。召开

中法教育发展论坛、中意大学校长对话会、中欧大学

校长论坛、中英大学校长圆桌会，将数字教育合作作

为重要议题。大力推动数字教育校际交流合作与协同

创新，武汉大学与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共建“中法

数字文化与遗产研究中心”，联合开发混合式课程；上

海外国语大学与英国 FutureLearn 平台合作推出全英文

国际慕课，与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  

共享中国优质慕课发展理念和成果。2020 年起，每

年举办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宣介中国在慕课方面

的成就和理念。2023 年首次走出中国，在意大利米兰举

办；2024 年在英国伦敦举办，提出“智慧教育元年”，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自 2022 年起，连续三年发布

《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和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为推进高等教育数

字化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参考。自 2020 年成

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以来，已吸收 16 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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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所世界知名大学与 6 家国际在线教育机构参与，开展

412 门次全球融合式课堂，组织 400 余所中国高校向海

外共享 900 余门多语种慕课。推出“爱课程”和“学堂

在线”两个高等教育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向全世界大学

生和学习者开放 1000 余门、14 个语种的在线课程，两

个平台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 

 

  

第22/101页



 

·20· 

 

第三章  实 践 探 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

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

教育变革创新。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实

施，地方和学校围绕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智能技术广泛

应用、智慧教育机制建设、智慧教育基座构筑等方面采

取了系列举措，开展了大量探索实践，形成了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 

一、深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强化人力资源支撑 

中国教育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

会通识教育，提升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为学生适应智

能时代奠定基础。 

基础教育阶段推动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印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 2030 年前在

中小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相应机构发布《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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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和《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

用指南》，引导学生科学使用人工智能。目前，已有 23

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署开展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北

京市出台《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方案》《北

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全面推动人工智

能应用。广东省广州市出台《广州市中小学人工智能

教育普及工作方案》，推动市域所有中小学开设人工

智能课程。 

职业教育阶段培养智能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修订

发布 758 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将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开设职业教育类人工智能通

识课程、“人工智能+”专业课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

教学智能体等，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内容基座。目

前，共有 2000 多所职业院校开设了 97 个人工智能融合

应用相关专业，866 所职业院校开设人工智能技术与应

用（中职），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高等教育阶段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统筹

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业布局，2018 年起，支持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一批高校首批设立人工智能

专业；2022 年，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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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佳木斯大

学等高校增设一批人工智能交叉学科专业布点，培养人

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在智慧高教平台新设人工智能通识

课程专题版块，上线 47 所高校优质人工智能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104 门，选课人数达 177 万人。 

终身教育阶段支撑建设智能时代的学习型社会。面

向社会大众推出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组织高校、企业联

合打造 133 个人工智能精品资源，通过新媒体向全社会

开放学习，服务人次达 5000 万。国家老年大学体系在

全国推出多媒体智能软件实操等课程，提升老年群体

人工智能素养。国家开放大学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

学要素改革，打造“人工智能+教育”新范式。上海市、

福建省等地老年大学，杭州开放大学等开设人工智能相

关技能课程，获得广泛好评。 

二、促进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助力教育创新发展 

中国教育部积极推动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

广泛应用，从学习形式到教学方式、从治理服务到科研

创新，中国教育系统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以人工智能改变学生学习。鼓励学校运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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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学习空间、革新学习方式。以人工智能促进教

育优质公平，上海市卢湾一中心小学利用人工智能为每

位学生定制培养方案，支撑规模教育下的个性学习。以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全纳包容，湖南省常德特殊教育学校

将抽象知识以形象化方式呈现，有效提升学生课堂参与

度、专注度与自信心，努力让每一个特殊儿童接受更高

质量的教育。以人工智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庆大学、

天津大学等 136 所高校建设学生工作智能体，创新学生

工作载体；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开展学生过程评价画像，

提升课程教学针对性；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开发心理健康

支持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建议，有效提升心理服务

响应效率。 

以人工智能改变教师教学。鼓励学校将人工智能融

入课前、课中、课后等教育教学全过程。以人工智能赋

能课前备课，广东省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构建“AI 教研平

台”，自动生成备课资源包、分层教学建议和教学流程

图，有效缩短教师制作课件时间。以人工智能促进课堂

教学革命，遴选 50 个“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典型案例。

华中师范大学自主研发智能教学平台“小雅”，支持开

展个性化教学，已在 9 所高校部署应用，平台用户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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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0 万人。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后辅导，国家中小学平

台围绕义务教育阶段数学等学科，动态生成个性学习计

划，根据学情反馈点亮知识地图。 

以人工智能改变学校治理。鼓励地方和学校运用人

工智能提高教育决策、管理和服务效能。人工智能让公

共服务更加便捷，重庆市上线教育入学“一件事”应用，

有效简化入学报名流程。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入推动

教育数字治理，通过建立学校、师生档案，提供贴心服

务，实现精准管理。人工智能让教育评价更加全面，组

织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遴选 28 个省

的 38 个区域参与，覆盖 8000 余所中小学 400 多万名学

生，探索学生全流程、全要素评价改革的创新路径。人

工智能让管理决策更加科学，武汉理工大学建设校长数

字驾驶舱、AI 校长助理，科学掌握学校运行情况。 

以人工智能改变科研范式。鼓励高校开展人工智能

赋能的科研范式变革。人工智能赋能自然科学方面，复

旦大学开发的伏羲气象大模型，成为全球首个针对新能

源优化的气象大模型。人工智能赋能工程科学方面，同

济大学开发的建筑大模型集成海量自动设计功能，可迅

速将设计构想转化为三维模型与二维图纸，大幅缩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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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周期。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方面，积极推动第一批

30 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面向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打造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平台，有力促进相关学

科交叉融合。 

三、健全智慧教育机制建设，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中国教育部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完善工作指导机制、

精心组织各类试点示范项目，全方位、多层次为教育数

字化发展营造优质、高效发展生态。 

健全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成立教育信息化技

术标准委员会，发布《教育信息化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围绕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平台工具、数据资源、

设备环境、数字素养、网络安全等方面研制行业标准 19

项，其中正式发布 8 项。指导该标准委员会推动标准应

用示范，发布《数字教育标准研究报告（2024）》，积

极参与ISO/IEC JTC 1/SC36 国际标准工作组，牵头研制

10 项国际标准，其中已正式发布 7 项，国际标准提案立

项率达 100%。 

提高教育系统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布《教师数字素

养》教育行业标准，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数字素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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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 24 个省级行政区域，近 61 万名教师、300 万名

学生开展数字素养测评。2013 年至 2022 年期间，实施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累计服务

2300 万人次。2022 年以来，连续开展 6 次寒暑假教师

研修，累计参训教师达 8384 万人次，实现各级各类教

师全覆盖。2013 年至今，持续举办教育厅局长教育数字

化专题培训班，累计培训 9500 多人次。2025 年，举办

校长局长、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全员培训，全面提升人工

智能教育发展与治理能力。 

组织教育数字化试点示范。在宁夏自治区建设“互

联网+教育”示范区，湖南省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

上海市建设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开展智慧教育示范

区建设，分两批遴选确立 18 个创建区域和 2 个培育区

域，形成了先进经验和案例。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建设试点，支持教师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教育教学实践。

首批设立 184 个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在人工智能

校本课程建设、教学方式变革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创新改革试点，在课程教材

体系建设、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先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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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育数字化前瞻性研究。相应研究基地连续 11

年开展大规模教育数字化发展状况评估，出版年度《中

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自 2023 年起，每年组织实

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专项调研，结合客观监测数据和主

观用户评价，掌握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运行情况。2018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方向，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引入教育研究，鼓励通过

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研究来解决教育创新发展中亟待解

决的科学问题。  

四、强化智慧教育设施保障，筑牢教育数字基座 

中国教育部持续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升级，

优化网络环境，建设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和各类型数字

校园，筑牢教育数字化安全防线，为智慧教育发展构建

高质量支撑体系。 

优化教育数字化网络环境。聚焦教育数字化网络基

础环境建设，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连接革命”。建

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主干网覆盖

32 个省，出口带宽达 300G，接入高校和科研单位超过

3000 所，服务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超过 5000 万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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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家学术互联网。在实现校园宽带网

络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快推进 5G 网络校园应用，有效

支撑智慧教学、在线考试、平安校园等落地推广。 

建设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大力推进国家教育大数

据中心建设，让教育数据流得通、供得准、用得好。印

发《教育基础数据》和《教育系统人员基础数据》等系

列标准，规范教育数据管理。建成纵向联通 32 个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2000 余所高校，横向整合相关部门数据

的共享网络。开发教育数字地图，围绕教育资源分配、

学位预测等方面开发智能应用，有效支撑教育决策。成

立高校算力共享联盟，实现算力跨域跨校的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为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学生实践提供支撑。 

推进各类型数字校园建设。中国教育部发布《中小

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

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等文件，

围绕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数字素养、应用服务、网络

安全和保障体系等方面，对数字校园建设做出通用要求

和规范。辽宁省发布《中小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实施方案》，

指导全省中小学校数字校园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建

设。湖北省武汉市开展中小学星级“智慧校园”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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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市智慧校园的建设提供标杆，促进智慧校园建设全

面普及。 

提高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建立数字教育资

源的内容审核机制，保障资源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

规范性。围绕等级保护、监测预警、应急管理等方面出

台系列政策文件，指导教育系统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推动地方和学校建立个

人信息保护制度，健全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共享

开放、使用处理等数据全生命周期保障制度，提高数据

防泄漏、防篡改、防滥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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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 来 展 望 

 

2025 年是智慧教育元年。面对智慧教育新阶段，需

要树立人才培养新标准，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变革

教育理念、体系、模式、内容、方法和治理，塑造教育

新形态。 

一、革新教育理念，迈向智慧教育新阶段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突破，正重新定义人类与人造工

具的能力边界，深刻影响社会分工，正革新教育理念、

拓展教育内涵，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构建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知

识产生与交流的方式，知识创新加速变化，从发现到发

明加速迭代。传统的学校教育已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发展

需求，终身学习从个体选择变成成长必须。通过智能化

学习空间打造永远在线的课堂，供给高水平终身学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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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支撑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让终身学习在智能时代焕发新光彩。 

构建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人工智能大模型兼具

推理能力、海量知识和泛化能力，让知识传播无边界、

资源共享无障碍、智慧交流无阻隔，为破解教育公平提

供了历史性机遇。科学利用人工智能将有效缩小教育的

区域、城乡、校际、群体差距，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构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智能技术将人类从简单重

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机会从事创造性学习活动，

更好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掌握学生的学

习、实践、生活情况，建立用户画像，制定个性化培养

方案，使大规模因材施教成为可能。通过智能技术全面

评估学习者能力，为学习者精准推荐优质资源，更好

释放潜能，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让每个人都享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智能技术融合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构建起全球化的知识传播与文明

互鉴网络。智能技术支撑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空间，

让教育公共服务穿越围墙、跨越疆界、超越隔阂，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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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畅游知识的海洋。通过构建跨学校、跨地域、跨国

家的智慧教育共同体，数字教育资源将在全球流动汇聚，

让教育变革成果惠及全人类，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 

二、更新教育内容，树立人才培养新标准 

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正引发生产关系变

革，倒逼育人从知识传授为重转变为能力提升为本，需

要深度构建育人质量与标准体系，谋划未来教育与人才

能力图谱。 

夯实智能时代的基础能力。无论什么时代，启智润

心、价值塑造都是教育的核心任务。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高尚品质和

健康人格，使之善于思考、有价值追求、具备良好的心

理和身体素质。提高认识世界能力，熟悉掌握自然科学

原理、人文素养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培育智能时代的高阶思维。培养学生善于观察、

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以及勇于创新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培育创新思维，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

同，以人文情怀、人文底蕴支撑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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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培养，支撑学生科技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升。

培育系统思维，运用学科交叉思维解决问题，统筹考

虑事物的复杂多样性，做出科学决策。培育协作思维，

在复杂情境中建立信任、协调资源、整合观点，通过

团队合作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升智能时代的未来素养。掌握和驾驭人工智能，

让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提升人工智能思维，培养数据

分析、归纳总结、逻辑推理等能力，善于从海量数据中

发现规律，通过知识迁移解决问题。提升人机协同能力，

引导学生认识人机互补优势，熟练选用智能工具并精准

表达需求，利用智能技术协同解决问题。提升智能伦理

意识，引导学生正确科学利用智能技术，避免信息茧房、

算法依赖等问题，保障智能向善。 

三、构筑未来要素，探索教育变革新路径 

人工智能正全方位改变教育内容、教学模式、教

育治理和教育形态，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为实

现智慧教育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培育未来教师。人工智能将赋予教师新角色、新使

命。实现智能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和授课大纲，精准推

第36/101页



 

·34· 

送优质备课资源，有效减轻教师负担，有更多时间从事

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实现智能辅导，帮助教师生成和批

改课后作业，通过作业情况分析学情，并为学生提供启

迪式的智能答疑和互动辅导，更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实现智能教研，通过多模态数据系统评估教师授课情况，

提出精准改进建议，帮助教师提升授课水平。 

打造未来课堂。探索“师—生—机”三元协同的课

堂新模式，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有机融入

教学过程。通过模块化课程集群、敏捷化学习小组与开

放式成果评估，构建人机共生的未来教学新模式，丰富

课堂教学呈现手段，更好启发学生参与知识建构。通过

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帮助师生打破认知边界，在虚实

结合中更直接、生动地领略大千世界。 

建设未来学校。推动智能技术深度融入管理、服务、

决策各环节，有效提升学校治理现代化水平。构建数据

驱动的科学决策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分析产业对人才的

需求，科学布局区域学校专业；预测地区适龄儿童数量，

准确匹配教育资源。利用人工智能创新评价工具，探索

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

全要素横向评价，更加全面评价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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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未来学习中心。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建设一批

能力驱动、泛在智能、多模态响应于一体的未来学习中

心，提高学生适应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重构学习生态，

以数字技术为牵引，打造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学科交

叉的跨界融合式学习空间。重组学习要素，汇聚慕课、

数字教材、虚拟仿真实验等全要素优质学习资源，为学

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学习服务。重构学习范式，基于教

育规律，探索以能力为核心、研究为导向、以志趣为动

力的场景式、体验式学习范式，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

项目式、探究式学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更多优质

资源走向社会，满足不同类型学习者个性化、多元化的

学习需求，助力构建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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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教育是各国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和纽带，而

智慧教育是人类对教育的共同追求。当前，智能时代的

教育发展与变革，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议

题。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以教育数字化促进教育的

高水平开放，共同构建数字教育发展共同体，为世界提

供中国方案。 

一是坚持普惠公平，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教育公

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中国政府将依托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向全球学习者免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广泛

开展合作，共同建好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推动数字教

育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平台互联、知识互通、经验互

鉴。推动建设数字教育海外学习中心，优先支持面向

发展中国家开展数字技术能力培训，加强人才培养和

技术支持，弥合数字教育发展鸿沟，消除教育不平等

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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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建协同创新生态。教育开放、

协同创新是全球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必由之路。站在全球

教育变革拐点，中国政府将深化与世界各国在数字教育

领域的互鉴对话和务实合作，加强数字教育关键技术联

合攻关，构建语料开放、模型开源、资源共享的技术服

务体系，携手推进多语种、跨文化、高适配的资源库开

发应用。合力打造未来教师、未来课堂、未来学校和未

来学习中心，共同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智慧转型、绿色

转型。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共护人工智能安全。智能技术

为教育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引发智能鸿沟、隐私保

护、算法偏见等诸多挑战。中国政府将坚持安全可信原

则，统筹技术发展和人文关怀，支持在联合国体系下建

立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评估标准

框架，协同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准则和问责机

制，更好拥抱和善加利用人工智能，让数字技术更好地

增进全人类教育福祉。 

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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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将担负起推动教育发展

与变革的历史责任，将中国数字教育打造为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平台，为

打造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具智慧、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现代数字教育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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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国际数字教育标准 

体系框架的倡议 

 

致各联盟成员及全球合作伙伴： 

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全球教育生态，为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带来新机遇。

然而，数字鸿沟、资源不均、标准不一等问题仍严重阻碍数字教育发展和国际交

流与合作。为此，世界数字教育联盟（WDEA）倡议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可持

续”的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附件 1），凝聚全球共识，推动教育数字化

转型迈向更高水平。 

我们此次提出的标准体系框架涵盖教育内容和资源、平台和工具、教育数

据、安全和伦理等数字教育主要业务领域。该框架将指导联盟标准建设，以标准

指导数字技术在各成员单位的规范应用，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技术的协同创新，

助力全球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鼓励各联盟成员参考标准体系框架，

探索适应本地区、本单位需求的标准化实践。 

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事业，需要教育界、产

业界、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为此，我们诚挚地呼吁各联盟成员

及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投身到数字教育标准化活动中，加强政策、技术、资源与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为数字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我们对这一工作的前景

充满期待和信心，也希望与各方携手努力，在联盟的统一协调与引导下，为每一

个渴望学习与成长的个体提供更加包容、高效、优质的教育机会，让数字教育惠

及世界、造福全人类。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秘书处 

2025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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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 2025 
 

1. 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教育已成为推动全球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

终身学习机会）提供了创新路径。在数字时代，大数据、AR/VR、区块链、人工

智能、元宇宙等技术深刻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推动了教育公平、质量与效率的

提升。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数字教育发展中仍面临区域差异显著、互联互通

不足、标准缺失等问题，阻碍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和进一步发展。 

为此，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秘书处提出倡议，呼吁成员单位共同努力，形成共

识，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可持续”的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指导数字技术在各

成员单位的规范应用，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技术的协同创新，助力全球教育公

平与高质量发展。 

2.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数字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给出了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

和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描述，以及标准的本地化应用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联盟数字教育标准的规划、编制和维护，指导联盟成员的数

字教育标准化工作。 

3. 构建原则  
构建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以确保其能够有效支持数

字教育标准化活动的开展，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并适应技术和社会环境的

动态变化。 

（1）以人为本 

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始终聚焦于教育目标，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化发

展需求，促进教育公平高效。坚持“技术为教育服务”的核心理念，满足学习者、

教师、管理者、社会大众等多元角色的需要。 

（2）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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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需统筹数字教育的全生命周期、多主体和多维度，涵盖教学资源、

技术工具、参与者等核心要素，服务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

等不同学段或场景的差异化需求，构建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体系框架。 

（3）开放包容 

在标准编制和应用中应充分考虑区域教育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管理体

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遵循中立原则，确保标准能够适配不同技术环境、社会环

境和发展目标。 

（4）全球协同 

依托联盟平台，广泛吸纳全球利益相关方参与，推动数字教育标准的共建、

共享和互认，确保联盟标准与现行国际标准、通用规则、最佳实践保持兼容。 

（5）动态演进 

标准体系应能体现技术变革趋势，关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机器

人、大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与标准化需求，适应技术发展和

快速迭代，确保标准体系的先进性与可持续性。 

4. 体系结构及内容  

4.1 核心逻辑  

数字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由参与者、活动、环境等多个关键要素

构成，其基本交互关系见图 1。 

 数字教育的“参与者”开展多个“活动”，构成不同教育“过程”； 

 这些“活动”在特定“环境”中开展，产生各种教育“数据”“数据”

亦可直接驱动“环境”完成特定任务；活动过程中产生新信息被反馈给

“参与者”。 
 环境包括“空间和设施”“平台和工具（含软件）”和“资源和内容”；

三者关系表现为：依托“空间和设施”，使用“平台和工具”，消费一

定的“资源和内容”。 

 

图 1 数字教育核心要素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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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与者”还通过“服务和评估”这一特殊活动，基于“数据”洞察、

优化和改进数字教育各个要素。所有数字教育实践均面向特定“学段/场景”（如

基础教育）或适配特定的“专题”。 

4.2 体系框架  

基于多维视角对标准间的关系解耦和再整合，形成数字教育标准体系的参考

框架，见图 2。每个数字教育标准可以归属于框架的特定单元，或是跨越多个单

元以满足特定需求。 

参考框架的横向维度（x 轴）将标准按基本要素划分为 10个业务领域：术语

定义和体系架构，参与者，活动和过程，数据，资源和内容，空间和设施，平台

和工具，服务和评估，安全、隐私和伦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各领域具体介绍

详见 4.3节。原则上，每个数字教育标准应归属于单一领域。若标准从不同视角

可归于多个不同领域时，则可按需归类。 

纵向维度（y轴）将标准按业务层级分为三个层次： 

（1）通用技术标准。从本领域标准中抽象出来的通用技术模型，定义核心数

据结构和接口规范，为本领域标准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2）应用技术标准。各种具体软硬件系统的技术规格和功能要求，指导教育

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3）业务规范。在前两层的基础上，通过制定流程与合规性标准，确保技术

系统的部署和运行质量，以及教育活动的规范性、安全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个维度“学段/场景”（z轴）按教育类型划分应用场域，分为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以及其他教育类型。各个学段教育可以通过专

门标准来规范其特殊要求。这个维度为管理部门提供了标准化工作的抓手，可以

提出和主导适用本部门的技术标准。例如，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基础教育学生画

像，基础教育资源库建设规范，均面向特定学段和场景。 

4.3 业务领域和示例 

参考框架中的主要业务领域（图 1的 x轴）的解释及示例如下。 

（0）术语定义和体系结构 

该部分聚焦标准体系的元模型构建，定义全局性概念框架与基础性约束规则，

为全体系提供语义一致性基准和逻辑锚点。此部分内容具有元标准属性，通过抽

象建模统一体系内各标准的共性要素。 

 示例： 

术语标准、标准体系框架、标准化工作指南。 

（1）参与者 

该领域标准描述数字教育生态中各种参与者角色模型与交互规则。参与者包

括自然人角色（如教师、学生、职员等）和组织实体（如政府、学校、供应商、

社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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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统一身份认证、学习者身份标识、教师身份标识， 
 应用技术标准：学生画像、教师画像， 
 业务规程：学生数字素养、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教育内容供应商资

质标准。 
（2）活动和过程 

该部分对数字化环境中的活动进行抽象建模与结构化描述，涵盖教学活动的

各种类型（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教学中的评价活动），活动的全过程（设

计、准备、实施、反馈），以及活动的多种模态（线上线下混合，人机协同）。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学习活动信息模型、学习设计信息模型， 
 应用技术标准：教学视频分析技术要求、教学日志分析技术要求， 
 业务规程：混合式教学设计规范、在线教研活动规范、学习行为数据采

集指南。 
（3）数据 

本部分针对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过程性数据和结果数据（包括学校的行政

管理数据、数字校园数据、科研数据等常见数据）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与管理规

则，确保教育数据的合规采集、可信流通、深度挖掘与妥善利用。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教育基础数据模型、高等学校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

代码， 
 应用技术标准：学习分析系统通用要求、教育数据分析与决策技术要求， 
 业务规程：高等学校数据开放指南、教育数据分级分类。 
（4）资源和内容 

针对教育数字化资源的创建、描述、组织与共享，建立综合性技术规范与管

理体系，涵盖内容描述标准（如学习资源元数据、知识图谱描述模型），内容技

术标准（如内容包装规范），内容管理规范等。其核心使命在于确保教育内容的

可发现性、互操作性，以及可重用性等。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学习对象元数据、教育知识图谱、测试试题信息模型， 
 应用技术标准：内容包装规范、在线课程技术要求、电子课本技术要求， 
 业务规程：数字教材出版流程、开放教育资源共享指导原则。 
（5）空间和设施 

空间和设施是沟通物理和数字空间的物质基础。本部分标准旨在规范教育场

景中的实体环境、智能设备与网络基础设施，构建安全可靠、智能互联、弹性扩

展、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基础设施。其核心目标是促进教学空间与数字技术的加

速融合，支撑个性化学习与智能化管理。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教育专网接口规范、教育物联网中台接口、智慧教室数

据接口， 
 应用技术标准：智能考场技术要求、智慧教室功能要求， 
 业务规程：多媒体教学环境设计要求、中小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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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台和工具 

平台与工具包括支撑教学与管理的各类软件技术、平台及工具。通过规范教

育数字化系统的技术架构、功能服务、互操作接口及工具应用，构建开放互联、

数据互通、智能敏捷、可信可控的教育技术基础。其核心价值在于打通教育场景

中人、资源、环境的连接，为数字教育活动提供软件保障。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学习工具互操作规范、学习技术系统架构、平台和工具

分类代码， 
 应用技术标准：虚拟实验平台通用要求、教育数字人技术要求， 
 业务规程：教育移动应用管理规范、教育应用测试规范。 

（7）服务和评估 

该部分标准将教学、科研、行政等全领域的服务纳入标准化管理，规范教育

机构的服务供给（如管理服务、支持服务、培训服务，以及教学以外的评估活动），

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技术，构建人本导向、可测可评、动态优化的教育服务体系。 

示例：  
 基础技术标准：教育服务质量框架、评估数据采集接口， 
 应用技术标准：教育服务监测平台功能要求、科研服务平台功能要求， 
 业务规程：在线教育服务质量认证指南、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指

标。 
除了按照以上框架对标准进行分类，还可以按特定主题组织专题系列标准。

这些主题通常是特定时间内产业或教育行政部门关注的重点领域，比如智慧教育

平台、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数字人等。可将现有框架下与该主题相关的参与者、

数据、资源、工具、评价标准抽取出来，单独组成一个专题系列，以支持该领域

的数字教育标准化活动。下面第 8项和 9项是两个标准专题。 
（8）安全、隐私和伦理 

这部分标准是数字教育体系的基础保障框架，通过构建安全防护、隐私治理

与伦理约束的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为教育主体（教

师、学生、管理者）构建可靠、可信、可持续的数字教育环境。该类标准对所有

教育教学业务都很重要，贯穿于整个数字教育体系。 

示例： 

教育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学习者个人信息保护通用要求、教育数据安全风险
评估规范。 

（9）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该部分以专题形式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多层次、多场景应用，涵

盖从技术框架到具体实践的标准化要求，包括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学习、

评估、管理、科研等领域应用的技术标准，以及对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评估标准

与治理要求。 

示例： 

教育大模型、教育人工智能评测规范、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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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的本地化应用  
数字教育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联盟成员可按照自身需要有选

择地采纳和实施。体系中的数字教育标准应具有全面、灵活且包容的结构，以适

应成员单位在文化、政治体制、规模和数字发展水平方面的多样性。对于某项具

体的标准，可通过“标准+应用指南”的设计，构建一个兼具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的体系，既保证体现联盟共识，又支持成员单位基于本地化需求灵活实施。 

在标准编制时，起草人宜对标准条款采用分层设计，将需要遵守的技术要求

分为以下三个集合。 

(1) 核心集 

这是建议所有成员单位遵守的底线要求，如数据加密、隐私保护基础条款。

这些要求是保障数字教育系统互联互通、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技术基础。 

(2) 扩展集 

成员单位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的技术或管理扩展项，如，实现某项软件的复杂

功能。这个集合中的要求旨在帮助成员单位进一步提升数字教育的质量和规范性。 

(3) 探索集 

鼓励技术水平较高、预算充足的成员单位探索前沿技术实践。这个集合中的

要求旨在推动成员单位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引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某项标准，成员单位可进一步使用“要求矩阵”定制其应遵循的标准条

款，以本地化语言编制适用于本机构的标准应用指南，参见表 1示例。 

表 1 应用指南中的“要求矩阵”（示例）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 要求 n 

探索项目 - 可选 - ... 必选 

扩展项目 可选 必选 可选 ... 必选 

核心项目 必选 必选 必选 ... 必选 

 

举例说明，假设某个标准对某个领域提出了 n个方面的技术要求，每个方面

的技术要求根据实施的难度和必要性又可归类到三个不同集合：核心项目、扩展

项目和探索项目。联盟成员在本地化该标准时可以使用类似表 1 的“要求矩阵”

规划自己需要遵守的技术规格的集合。例如，对于要求 1，在实施标准时，核心

项目必须全部遵守（必选），扩展项目依据情况决定是否遵守（可选），探索项

目不作要求；对于要求 2，所有核心和扩展项目都必须遵守（必选），探索项目

依情况决定（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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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标准委员会工作程序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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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影响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发布多项报告文件，引导全球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界探索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积极响应，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并召开

了多个重要国际会议。随着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生成式大模型成为人工智能的新

范式，为教育等领域带来无限可能。教育大模型作为针对教育领域特点和需求定制化的人工智能模型，

能够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促进教育公平和个性化。 
然而，教育大模型也面临着数据质量、算法安全、模型可解释性、伦理责任等挑战和风险。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教育大模型需要遵循以人为本、文化适应性与中立性等原则，保障其的科学性、有效性、

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建立相关标准，规范教育大模型的平台、工具、数据、测评、接口、应用、安全、

伦理、隐私等方面，构建可信、安全、易用、高效的教育大模型，更好赋能教育，完善数字教育标准体

系，推进教育数字化，促进教育创新变革和高质量发展。 
本标准由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标准化委员会组织研制，是关于教育大模型的一个总体框架性规范，用

于指导教育大模型的建设和应用，指引教育大模型的后续标准的研制。本标准旨在促进教育大模型的健

康、有序发展，确保其在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加快教育领域的

数字化进程，推动教育公平，构建可信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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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模型 总体参考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教育大模型的设计原则，给出了教育大模型的参考框架，以及框架中基础层、数据层、

模型层、接口层、应用层、安全伦理隐私与治理层面的基本描述。 

本文件适用于联盟内教育大模型的设计、开发、部署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IEC 22989:2022(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ISO/IEC TR 24368:2022(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verview 

of ethical and societal concerns 

GB/T 42018-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平台计算资源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 22989-2022、GB/T 41867-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教育大模型 large model for education 

泛指基于教育相关数据设计开发的，服务于教育用途的各种级别的大模型。 

注：其核心在于技术能力对教育实践需求的适配，例如理解教育内容、生成教学资源、分析学习行为等。 

 

3.2  

基础模型  foundation model  

一种在大量原始数据基础上通过深度学习训练而成的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通常可划分为大语言

模型（LLM）、视觉大模型（LVM）、语音大模型（ALLM）、多模态大模型（MLM）等。 

3.3  

教育领域大模型 domain-specific large model for education  

根据教育具体领域需求设计开发的、并且能够体现本领域特征的教育大模型。 
注：如果按学段或类型划分，可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大模型。如果按

学科划分，可分为不同学科的大模型。 

 

3.4  

教育场景大模型 scenario-based large model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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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育领域中具体场景进行深度优化的教育大模型。 

注：其核心在于场景专精化，满足特定教育实践场景需求，如课堂互动、考试辅导、语言学习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LM：语音大模型（Audio Large Language Model） 

API：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GPU：图形处理器（Graphic Processing Unit） 

LLM：语言大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ME：教育大模型（Large Model for Education） 

LVM：视觉大模型（Large Vision Model） 

MLM：多模态大模型（Multimodal Large Model） 

NPU：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  

TPU：张量处理器（Tensor Processing Unit） 

5 设计原则 

5.1 体系具有层次性 

教育大模型整个体系采用模块化的分层架构，分成若干层级，每一层可以有子层，符合大模型的技

术逻辑，层级间和子层间的结构清晰。 

5.2 基于开放架构设计 

教育大模型采用开放的架构，支持可插拔模块设计和多种技术集成，包括软硬资源开放、数据开放、

开源算法与模型开放、平台接口开放和应用开放等。 

5.3 具有可扩展性 

设计灵活的架构，支持未来功能扩展和规模扩展，支持分布式计算、动态资源调度、数据管理与扩

展、模型扩展与迁移、应用场景扩展等。 

5.4 确保安全和合乎伦理 

教育大模型整个体系架构是安全的，各个层次都有安全保障，包括数据安全、模型安全、系统安全、

隐私保护和合规性等。 

5.5 体现教育行业特点 

符合教育规律，体现教育行业特征，满足教育需求，符合教育伦理隐私要求，实现教育利益相关者

的要求，服务教育各对象，应用于学习、教学、评估、科研和管理等教育场景。 

6 总体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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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框架自底向上，依次划分为基础层（L1）、数据层（L2）、模型层（L3）、接口层（L4）和应

用层（L5）。每一层作为上面一层必不可少的支撑，所有层级构成教育大模型开发应用的闭环逻辑。同

时，每一层均需考虑安全伦理隐私（D1）与治理（D2）的要求，将安全伦理隐私与治理作为主线贯穿于

整个LME开发应用全过程。参考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教育大模型总体参考框架 

具体分为如下层级和维度。 
——L1基础层：支撑教育大模型开发的基础设施资源，通常包括算力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

传感资源和安全资源。 

——L2数据层：为大模型提供训练和测试的数据集，包括通用数据集和教育专属数据集。 

——L3模型层：自下而上分为基础模型层（M1）、领域模型层（M2）和场景模型层（M3）三个子层。 

——L4接口层：大模型与各类应用之间的接口，通常包括数据接口、应用软件接口、智能体接口和

智能终端接口。 

——L5应用层：接入大模型能力的各类教育应用及服务，通过调用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提升各类应用

对不同教育需求的服务满足度。 

——D1安全、伦理和隐私维度：教育大模型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安全、伦理和隐私

方面的要求，涉及L1—L5层。 

——D2治理维度：对框架中的L1—L5层各要素和动态过程开展相关治理。 

7 基础层 

7.1 概述 

基础层是技术架构的底层，提供基础性的支撑资源，涉及算力资源、网络资源、存储资源、传感资

源和安全资源等，为大模型的技术实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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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算力资源  

算力资源是支撑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关键性的基础设施，是为数据处理、算法执行提供计算能力的

计算资源，通常分为本地自建和云服务两种部署形式。 

提供模型训练和推理所需计算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设备包括物理计算设备（例如CPU、GPU、FPGA、NPU、

TPU）及虚拟计算设备。大模型中的算力资源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应能执行至少1种模态（如文本、图像、语音）的模型的训练或推理； 

b) 应支持硬件加速的人工智能计算，配备分布式训练和推理计算加速库； 

c) 应支持基于硬件加速的预处理（如图像、视频编解码）； 

d) 应支持键值对缓存。 

7.3 存储资源  

存储资源是在大模型开发过程中用来存储模型、训练数据和推理数据等的高性能计算设备。 
——数据存储：存储训练数据集、预处理数据、中间结果等； 
示例：将大规模教育数据集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供训练服务器访问。 
——模型存储：存储训练好的模型权重、检查点和推理模型。 
示例：将训练好的模型存储在对象存储中，供推理服务器加载。 
存储资源符合以下质量要求： 
a) 应支持数据集的分布式存储与访问，并实现冗余备份机制； 

b) 应支持标准文件系统接口； 

c) 存储带宽要求； 

d) 应支持内存计算； 

e) 应能以存储服务器或硬磁盘为单元创建存储池，存储池宜能识别、管理固态盘、硬磁盘等不同

类型存储媒体。 

7.4 网络资源  

支撑大模型开发和应用过程的网络服务，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和通信。网络资源指的是数据传输和

通信的硬件设施，包括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能够为大模型算力资源提供高速、稳定的

网络环境，有效支持数据的传输，包括以下要素： 

a）支持高速网络通信协议； 

b）包转发率； 

c）支持负载均衡； 

d）支持可靠性组网方案； 

e）支持服务器集群； 

f）支持物理交换机与逻辑交换机之间的映射，实现链路备份，单台物理交换机故障不影响训练、

推理任务执行。 

7.5 传感资源 

为大模型提供传感数据的基础设施与设备。传感资源的使用应符合安全伦理隐私的规定并得到相

应授权。 

传感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a）传感器设备：如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光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 

b）智能穿戴设备：如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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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视觉数据采集设备：如摄像头； 

d）音频数据采集设备：如麦克风； 

e）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设备； 

f）全息设备：如全息服务器设备、全息投影设备、全息展示设备。 

8 数据层 

8.1 概述 

数据层包括用于教育大模型预训练、微调、推理和预测的数据集，可分为通用数据集和教育专属数

据集两类。 

8.2 通用数据集 

通用数据集是指用于训练和评估基础模型的广泛、多样化的数据集合，通常涵盖多个领域、任务和

模态，旨在帮助模型获得通用的理解和推理能力，通常包括： 

——开源数据：公开可用的数据，涵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 
——搜索数据：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网页、文档、问答等内容； 
——Web数据：从互联网公开资源中获取的多模态数据，如社交媒体内容、新闻文章、论坛讨论等； 
——文献数据：学术论文、技术报告、专利文档等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文本数据。 

8.3 教育专属数据集 

教育专属数据集是指用于教育的各类已有数据以及在教育行业实践中产生的各类新数据的集合，

用来训练教育领域大模型和教育场景大模型。 

从业务分类来看，教育专属数据通常可划分为人员类数据、资源类数据、环境类数据、管理类数据

和多模态教育数据。 

a）人员类数据主要包括以人口学为代表的基本信息，涵盖学生数据、教师数据以及管理者数据。 

1）教师数据：规定了教师的基本信息和要素，包括教师的基本信息、教学活动组织信息、教学

效果评价信息等。教师数据可被用于训练大模型，在教学场景中评估教师的授课方式及课堂互动效果。 
2）学生数据：规定了学生的信息模型和要素，包括学生的身份标识、学业进程、学习风格、学

习能力、知识掌握程度、学习偏好等。学生数据可被训练以在学习场景中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的

推荐，在评价场景中用于模型预测学业表现。 
3）管理者数据：规定了管理者的信息模型和要素，包括管理者的基本信息、管理行为信息、系

统维护行为信息等。管理者数据可用于在管理场景中优化教育资源分配、系统设计等。 
b）资源类数据。资源类数据涵盖了教育过程中创建或累积的全部教学、学习及研究资源，包括存

储的教育内容资源和各类学习辅助资源等。 

1）教育内容资源：规定了用于教学的基础性资料和学习内容，包括课程模块（含知识图谱、学

习进阶描述等）、学科专业信息、教学设计等，帮助教师和学生构建和理解学科基本知识、思想方法、

探究实践方式等。教材和课程数据有助于训练大模型在教学场景中设计适合的课程安排和内容推送。 

2）评测练习资源：规定了用于测试学生学习成果的学习资源，可以评估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情况，

包括作业与练习题、试题试卷等。试题和测评数据在评价场景中帮助大模型实时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

情况，并推荐进一步的学习内容，反映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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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辅助资源：规定了各种学习资料和资源，支撑学生自主学习，包括音频资源、书籍、论

文、教学辅助资料和文献等。在学习场景中，模型能够依据学科资源数据，为学习者推荐个性化的学

习内容，并设计出高效的学习环境与互动模式。 
4）实践与学习资源：规定了研学旅行、社会实践、基地、工具、作品等。 

c）环境类数据。环境类数据指影响教育过程中学习效果的所有设施设备、平台等，存储物理环境

数据和虚拟环境数据，能够帮助大模型理解并优化不同学习环境对学生和教师的影响。 

1）物理环境数据：涵盖教育活动中实际物理空间及设备的所有数据，具体涉及教室设备、实验

室设施以及图书馆资源等。物理环境数据可以训练大模型在教学场景中设计更适合的教室布局、设备

配置等，在学习场景中通过分析学生在不同物理环境下的表现推荐适合的学习环境。 
2）虚拟环境数据：规定支持线上学习互动和虚拟实验操作等的虚拟学习环境中的数据，包括在

线学习平台、虚拟实验室等。虚拟环境数据有助于在研究场景中优化线上学习体验和虚拟实验操作。 

d）管理类数据。管理类数据指教育系统中涉及管理、行政、决策及统计的所有数据，涵盖学校管

理信息及行政管理信息等关键领域。 

1）学校管理数据：规定与学校运营和管理相关的所有数据，包括课程设置、师资配置、校内活

动安排等数据。管理数据可以训练大模型在管理场景中进行教育资源优化、政策评估和学校运营策略

制定。 
2）行政管理数据：规定学校或教育机构日常行政操作中的数据，包括行政事务、财政预算、学

校政策等方面的数据。行政管理数据可以在评价场景中评估学校的行政工作，为其提供决策支持，确

保政策的正确实施与执行效果评估。 

e）多模态教育数据。多模态教育数据指通过多种感知方式收集的与教育活动相关的数据，存储教

师和学生的生理数据、心理数据和行为数据，这三类数据符合安全、伦理和隐私的要求。 

1）生理数据：通过各类传感器收集的、与师生的生理状态相关的数据，包括脑电波、眼动、心

率、血压、学习状态、注意力分布等。生理数据帮助大模型在学习场景中评估学生的专注度、学习压

力等，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 

2）心理数据：指通过对师生的情绪、情感、认知等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和记录的数据，包括互动

对话、情绪感知、面部表情、量表自评报告等。心理数据可以训练大模型在教学场景中评估教师或学

习的情绪变化，从而调整教学策略或学习任务。 

3）行为数据：指师生在学习或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数据，包括动作姿势、操作、

神态、话语、语调、语速、课堂交互等。在评价场景中，这些数据可帮助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堂

表现，评估教师的教学效果，为教学评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教育专属数据在教学、学习、评价、研究和管理五大教育场景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类数据

的协同作用在教育大模型的训练中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为教育各环节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决策奠定了

坚实基础。 

9 模型层 

9.1 概述 

模型层是负责大模型核心功能实现的部分，涵盖了从底层算法到上层应用的关键技术要素，包括

模型的设计、训练、优化和应用等环节，包括基础模型、领域模型和场景模型等三个子层。 

9.2 基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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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模型是教育大模型的基座，提供了教育大模型通用服务能力，通常包括大语言模型（LLM）、

视觉大模型（LVM）、语音大模型（ALLM）、多模态大模型（MLM）等，具体如下。 
a）LLM：一类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通过大规模训练数据和海量参数，能够理解、生

成和处理人类语言。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预训练和微调，实现对人类语言的高效理解和生成，推动人工

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 
1）自然语言理解：文本分类、实体识别、关系抽取和语义理解； 

2）自然语言生成：文本生成、摘要生成、翻译和对话生成； 

3）问答与信息检索：开放域问答、封闭域问答、信息检索； 

4）文本补全与编辑：文本补全、文本改写和语法纠错； 

5）推理与逻辑分析：逻辑推理、数学计算、常识推理； 

6）个性化与上下文感知：个性化生成和上下文感知； 

7) 多语言支持：多语言理解、多语言生成、跨语言翻译； 

8) 任务规划与工具调用：任务分解和工具调用； 

9）创造性能力：创意写作和设计辅助。 
b）LVM：是一类基于深度学习技术构建的大规模视觉处理模型，能够在图像、视频等视觉数据中提

取有用的特征和信息。这类模型通常利用海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算法进行训练，以模拟人类视觉系统的工

作原理。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 
1）感知与理解能力：图像分类与识别、目标检测与分割、场景理解、图像质量评估、视频分析

与理解； 
2）生成与合成能力：图像生成、风格迁移与编辑、超分辨率重建、视频生成与合成； 

3）跨模态能力：图文互理解、多模态推理、跨模态生成。 
c）ALLM：是一类基于深度学习技术构建的大规模音频处理模型，能够在音频数据（包括语音、音

乐、环境声音等）中提取有用的特征和信息。这类模型通常利用海量的音频数据和复杂的算法进行训练，

以模拟人类听觉系统、发声系统的工作原理及音乐表达能力。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1）感知与理解能力：语音识别、情感分析、音频事件检测、音频分类；  
2）生成与合成能力：语音合成、音乐与歌曲生成、音频增强、声音模仿、噪声抑制；  
3）跨模态能力：语音与文本互理解、音频与视频同步分析、跨模态音视频生成。 

d）MLM：是一类基于深度学习架构，能够处理和分析两种及以上不同模态数据（如文本、图像、音

频、视频、传感器数据等）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它通过学习跨模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不同模态的信

息进行融合，以提升模型在各种复杂任务上的表现，如视觉问答、多模态对话、跨模态检索、图像描述

生成等。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 
1）多模态数据理解能力：感知与特征提取、跨模态关联理解； 

2）多模态数据生成能力：文本生成、图像生成和跨模态生成； 

3）多模态推理与决策能力：常识推理、逻辑推理、情感推理； 

4）多模态知识融合与迁移能力：知识融合和知识迁移； 

5）多模态交互与适应能力：人机交互和环境适应。 

9.3 领域模型 

领域模型具有教育领域的典型特征，深度融合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功能方面具有集成性，支持

教学、学习、评估、研究、管理等全环节需求。 
领域模型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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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性化学习支持：根据学生需求推荐学习资源，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和进度跟踪； 

b）智能教学辅助：支持自动化备课、课堂互动增强、作业批改与反馈； 

c）教育内容生成：自动生成教材、试题、虚拟教学助手等； 

d）教育数据分析：分析学生表现、评估教学效果、预测教育趋势； 

e）教育管理优化：优化资源配置、课程安排，支持教育决策与政策制定； 

f）虚拟学习环境：构建虚拟课堂、实验室和导师，支持远程与混合式学习； 

g）语言学习与翻译：提供智能语言学习工具和多语言实时翻译； 

h）特殊教育支持：为特殊学生提供个性化干预和辅助工具； 

i）教师发展支持：为教师研修与专业发展提供支持服务。 

9.4 场景模型 

场景模型：比领域模型更为具体的模型，针对教育领域中的具体场景进行深度优化的大模型，用于

满足具体教育实践场景的需求。 

教育场景可分为教学、学习、测评、研究、管理五个类型，每一类下均有一些具体的场景。 
a）教学场景中的大模型应用可包括教师备课、课堂管理、教学分析、学情分析、作业管理、答疑

辅导、课程设计、教学辅助、跨学科主题学习辅助设计等； 

b）学习场景中的大模型应用可包括AI学伴、语言学习助手、游戏化学习、情境式学习、智能辅导

系统等； 

c）测评场景中的大模型应用可包括作业自动批改、综合素质评价、学生评估、辅助学术评估等； 

d）研究场景中的大模型应用可包括智能教师专业发展、教科研智能管理、智能科研实验、智能科

研助手等； 

e）教育管理场景中的大模型应用可包括学生信息智能管理、校园安全智能监控、教务管理智能化

等。 

10 接口层 

10.1 概述 

接口层是教育大模型与应用之间的连接层。在特定教学应用调用大模型时、接口层负责应用层和大

模型层之间的数据传递。大模型接口层专注于接口调用的规则和细节，而不涉及具体的应用层功能与实

现。教育大模型的接口设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标准化：遵循通用技术规范（如RESTful API、JSON/XML数据格式）。 

b）安全性：支持数据传输加密、用户隐私保护和权限控制。 

c）可扩展性：模块化设计，支持未来功能扩展和版本迭代。 

d）兼容性：适配多平台（Web、移动端、桌面应用）和异构系统（数据库、云服务）。 

接口层主要包括通用数据接口、应用软件接口、智能体接口和智能终端接口等，具体如下。 

10.2 通用数据接口 

通用数据接口是为访问大模型提供通用数据服务的接口。为促进教育大模型与教育系统（如学习平

台、教务管理系统、教育工具等）的高效集成和数据互通，需定义一套标准化的通用性的数据接口，不

涉及具体的业务逻辑或用户交互。 

通用数据接口有如下功能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数据输入与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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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如JSON、XML、CSV等）。 

2）提供标准化的数据结构，便于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b）数据预处理：数据清洗、分析、标记化等功能。 

c）数据存储与传输：支持高效的数据存储和传输协议（如HTTP/HTTPS、WebSocket）。 

d）数据安全：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 

e）元数据管理：提供数据来源、类型、时间戳等元信息。 

10.3 应用软件接口 

应用软件接口作为教育大模型与外部系统或应用程序交互的核心组件，需细致规划功能的实现及

业务逻辑，通过API接口，教育大模型能与教学平台、学习工具、知识库等系统实现无缝对接，进而提

供智能问答、个性化学习、教学评估等一系列功能。 
有如下功能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核心功能调用： 

1）自然语言处理：问答、翻译、作文批改等； 

2）图像处理：手写文字识别、公式识别等； 

3）语音处理：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 

b）个性化学习支持：学习数据分析、自适应学习路径、知识点推荐； 

c）教学管理功能：课堂管理、作业批改、虚拟助教； 

d）用户交互与反馈：用户评价、交互日志记录； 

e）性能监控与优化：模型性能监控、优化建议。 

10.4 智能体接口 

教育大模型智能体是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代理，能够自主完成特定教育任务（如答疑、辅导、评估等），

需考虑交互的智能性和自主性，通常需要结合强化学习、多模态感知等技术。为支持智能体的高效开发

与集成，需定义一套标准化的智能体接口，为智能体提供访问接口。外部智能体指的是基于其他智能模

型的系统或实体。当前教育大模型可以与一个或者多个外部智能体进行交互、可以完成复杂的教育任务。

大模型层与外部智能体的交互通过大模型接口层完成。 

智能体接口有如下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任务理解与分发：解析用户输入的任务请求，并分发给相应的智能体模块； 

b）知识检索与推理：从知识库或大模型中检索相关信息，并进行推理和生成； 

c）交互生成与反馈：根据任务结果生成交互内容（如文本、语音、图像），并提供反馈； 

d）任务状态与监控：实时监控智能体的任务状态，支持任务中断、重启等操作； 

e）智能体能力扩展：支持开发者自定义智能体的能力（如新增任务类型、优化交互逻辑）。 

10.5 智能终端接口 

教育大模型与智能终端（如移动设备、平板电脑、智能教育硬件等）之间的接口要求，涵盖接口设

计原则、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安全规范及性能指标，需考虑终端设备的适配性和实时性，通常需要兼

顾端侧计算能力和云端资源调用。 

接口有如下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多模态数据交互：支持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输入与输出； 

b）端云协同：支持端侧计算与云端计算的协同工作； 

c）个性化学习支持：学习数据分析、自适应学习路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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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实时交互功能：课堂实时反馈、语音识别与合成； 

e）设备管理：设备状态监控、资源调度。 

11 应用层 

11.1 概述 

大模型的教育价值主要在应用层体现。根据教育领域的业务类型，教育大模型应用可分为教学、学

习、评估、研究及管理五大类应用场景。 

11.2 教学 

围绕课前、课中、课后等教学环节为教师提供智能教学支持，如课程创设、智能教案生成、教学资

源推荐、课堂互动支持、开展虚拟教学等，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包含以下三个类型的教学应用场景。 

a) 课前准备。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借助AI完成的工作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法准备：教法策略问答； 

2）学情准备：学情数据分析、学情策略问答、预习任务发布； 

3）课件准备：教案创编、课件创编、导学案创编、配套式教学案课件创编、项目式教学设计创

编、大单元式教学设计创编、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设计、综合实践活动创编和教案课件资源智能切片推

荐； 

4）素材准备：视频创编、音频创编、图片创编、图表创编、思维导图创编、试题试卷创编、视

频资源智能切片推荐、音频资源智能切片推荐、图片资源智能切片推荐、试题试卷资源智能切片推荐。 
b）课堂活动。在课堂教学阶段教师借助AI完成的工作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师教学：教学活动设计创编、知识呈现设计创编、师生互动质量分析； 

2）学生学习：探究活动、实验活动、实训活动、角色扮演、口语对话、演讲朗诵、多媒体展示、

多模态展示、知识竞赛、课堂辩论等。 

c）课后任务。在课后阶段教师借助AI完成的工作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学巩固：作业布置、微课推荐； 

2）教学反思：教学视频回顾、教学日志创编、教学反思工具； 

3）答疑辅导：学习路径规划和学科问答工具。 

11.3 学习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提升学习效果和兴趣，如个性化学习路径、智能答疑与辅导、学习行

为分析等，包括以下两个类型的学习应用场景。 
a）集体学习。涉及多人的AI学习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师生互动：如辅助交流与解答助手、模拟角色与场景创设工具、激发创作与讨论工具； 

2）生生互动：如增添趣味与竞争类工具。 

b）自主学习。仅涉及学习者个人的AI学习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学习规划：如课程学习规划、重难点学习规划、学习策略推荐； 

2）资源推荐：如试题推荐、视频推荐、音频推荐、文章推荐； 

3）学习陪伴：如口语陪练、心理陪伴； 

4）辅学答疑：如知识回顾、课程预习、阅读助手、写作助手、学科答疑； 

5）知识问答：如学科知识问答、学科扩展知识问答、科普问答； 

6）学习监督：如习惯培养问答、学习进度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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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评估  

提供智能化评价功能，支持全面、客观的学习效果评估，如作业自动批改、考试分析与反馈、综合

素质评价、学习过程性评价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的AI应用场景。 

a）命题组卷。仅涉及AI组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命题设计：辅助命卷细目生成； 

2）素材搜集：推送学科命题素材； 

3）试题命制：辅助试题生成； 

4）统题组卷：辅助科学组卷。 

b）智能考试。仅涉及AI考试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考场组织：辅助考场组织； 

2）考试监考：辅助考试监考。 

c）考后阅卷。仅涉及AI阅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口语题评测：中文口语评分、英文口语评分； 

2）笔试题评测：客观题评分、文科主观题评分、理科主观题评分、英文作文评分、语文作文评

分。 

d）阅卷异常处理。仅涉及AI阅卷异常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评分相关：大分差监测、评分标准不一致监测； 

e）学生评价。仅涉及AI学生评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诊断性评价：口语批改、作文批改、客观题批改、各类主观题批改； 

2）形成性评价：课前学生画像、课前学情报告、课中学习评价、理化生实验AI操作过程评价、

实践项目考察评价； 

3）总结性评价：学生评语生成、学生作业报告、学生个体学情报告、班级群体学情报告、学生

素养评价。 

f）教师评价。仅涉及AI教师评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师教学评价：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教学目标与内容评价、教学方法与策略评价、课堂管理

与组织评价、教学表达与交流评价、教学创新能力评价； 

2）师德师风评价：教学态度和操守评价； 

3）教师绩效评价：考量教师的教学任务量的完成情况。 

4）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教育科研能力评价、班级管理能力评价、自我发展与提升评价、团队协

作能力评价、家校沟通能力评价。 

g）学校评价。仅涉及AI学校评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学质量：教学质量与效果评价； 

2）学校管理：学校管理与运营评价； 

3）德育工作：德育工作评价； 

4）学校资源：学校资源设施评价； 

5）家校工作：社会满意度评价、家校合作评价。 

h）区域教育评价。仅涉及AI区域教育评价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学生学业成绩分析、学生综合素质分析、课程与教学质量分析、教育创

新与特色评价； 

2）教育管理质量评价：区域教育管理水平评价、区域教育资源分析评价、区域教育政策与执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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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研究 

为教育教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和分析工具，开展科学研究，如研修课程开发、智能精准教研、课题

研究助手等。如下具体应用场景，但不局限于： 

a） 课程研修。仅涉及AI课程研修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专题课程学习：研修课程推荐； 

2）研修课程开发：研修课程创编支持。 

b）学科教研。仅涉及AI学科教研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智能精准教研、教师专业发展精准支持、教育科研精准辅助、跨学科教研精准整合、 教 学

反思精准引导； 

2）教学活动观摩：听课评课赋能、教学赛事指导； 

3）教研特色教研工具应用：学科特色教研工具、教育技术工具应用、微课创编。 

c）科学研究。 

1）项目科研：课题研究、课题申报助手、课题研究助手； 

2）写作助手：文献检索与推荐、文献综述、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辅助撰写与优化。 

11.6 管理  

为教育管理者提供智能化管理工具，提升管理效率，如智能排课、资源分配优化、学情监控与预

警等。如下具体应用场景，但不局限于： 
a）班级管理。仅涉及 AI 班级管理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学生表现管理：自动化考勤分析、学生行为关注、学生情绪监测； 
2）学习管理：作业成绩管理、个性化学情分析； 
3）活动管理：文体活动创编、主题班会创编。 

b）教务管理。仅涉及 AI 教务管理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招生管理：招生数据智能分析、招生过程智能辅助； 
2）排课选课：智能排课、智能选课； 
3）教学数据分析与教学改进； 
4）师生信息管理：教师信息管理、学生信息管理； 
5）学生生涯服务：自我认知与职业探索指导、学业规划与发展指导、职业规划指导、就业服务

指导。 
c）家校管理。仅涉及 AI 家校管理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教育咨询与指导服务：志愿填报指导、升学路径规划指导、学科学习方法指导、家庭教育方

法培训； 

2）家校沟通评价：沟通渠道与信息传递、沟通效果与反馈机制。 

d）教师管理。仅涉及AI教师管理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队伍建设：师资建设与教师发展、教学业务管理； 
2）综合保障与激励：综合保障与激励。 

e）校园管理。仅涉及校园管理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校园服务：AI 聊天机器智能问答、校园安全AI监控预警、校园能耗监测及绿色校园建设； 

2）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模拟教学、交通安全模拟体验、自然灾害模拟体验、公共卫生教学模拟、

其他安全模拟教学、现场急救模拟教学。 

12 安全、伦理与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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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概述 

教育大模型整个框架包含安全、伦理与隐私方面的要求；大模型系统和利益相关者应考虑安全、伦理

与隐私的问题。 

12.2 安全 

在教育大模型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全面的安全保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a）网络安全：要求为模型开发和应用提供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 

b）数据安全：要求模型遵守知识产权、保证商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安全、避免个人信息及商业秘

密泄露、篡改、破坏和滥用； 

c）模型安全：防止模型参数、结构和训练数据的非法获取与泄露，应具备对抗模型攻击的能力； 

d）内容安全：要求模型输出的内容准确无误、不会对用户的身心以及对网络生态造成可能的负面

影响； 

e）安全管理：要求为模型开发和应用制订安全管理制度并确保制度执行。 

12.3 伦理与隐私 

在教育大模型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中，需综合考虑伦理和隐私问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a）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匿名化与脱敏、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安全存储与传输； 

b）算法公平性与透明性：算法偏见、模型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c）用户权利与知情同意：知情同意原则、数据访问与控制权、隐私政策透明化； 

d）技术伦理与社会影响：教育公平性、社会责任感、长期影响评估； 

e）伦理风险与责任归属：伦理风险识别与防范、责任归属明确、伦理审查机制。 

13 治理 

13.1 概述  

教育大模型治理涉及技术、应用、伦理、政策等多个方面。教育大模型治理目标是确保具体的教

育大模型符合人类教育目标、法律法规、道德伦理、隐私保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宗旨。通过科

学的治理框架和有效的实施策略，教育大模型能够在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教育创新

方面发挥作用，同时确保技术的安全、合规和可持续发展。 

13.2 治理要素 

治理活动发生在教育大模型的开发、部署、应用和迭代的全过程，涉及到基础层的资源、数据层

的数据集、模型层的算法、接口层的各类接口和应用层的各种场景应用。治理应至少包括如下七个维

度的内容。 

a）基础资源治理：涉及算力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和传感资源等要素。 

1）算力资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增强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2）存储资源：高效管理数据、模型参数及相关中间结果，确保性能、成本、安全与可扩展性的

平衡。 
3）网络资源：优化数据传输、通信效率以及网络架构，支持分布式训练、推理服务的高效运

行，保障稳定性、安全性与成本可控。 
4）传感资源：对传感数据的高效采集、处理与协调管理，确保数据质量、实时性与资源利用率

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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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数据治理：涉及数据质量和隐私保护等要素。 

1）数据质量：明确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建立数据清洗、标注和验证机制，保证数据准确性； 

2）隐私保护：采用加密、匿名化和差分隐私技术，保护用户隐私。 

c）模型治理：涉及算法公平性、模型透明性和性能监控等要素。 

1）算法公平性：确保训练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避免算法偏见； 

2）模型透明性：提供模型决策的可解释性，增强用户信任； 

3）性能监控：定期评估模型性能，确保其符合预期目标。 

d）安全治理：涉及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和应急响应等要素。 

1）数据安全：实施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防止数据泄露； 

2）系统安全：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等机制，防范网络攻击； 

3）应急响应：建立安全事件响应机制，快速应对潜在威胁。 

e）伦理治理：涉及用户知情同意、算法责任和社会影响评估等要素。 

1）用户知情同意：在数据收集和使用前，明确告知用户并获取同意； 

2）算法责任：明确算法决策的责任归属，避免滥用； 

3）社会影响评估：评估模型应用对社会、教育公平性的潜在影响。 

f）合规治理：涉及法律法规遵循、行业标准和第三方审计等要素。 

1）行业标准：遵循人工智能和教育领域的相关标准与规范； 

2）第三方审计：引入独立机构对模型和系统进行合规性审计。 

g）运营治理：涉及资源管理、版本控制和用户支持等要素。 

1）资源管理：优化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使用，降低成本； 

2）版本控制：管理模型版本，确保迭代过程的可追溯性； 

3）用户支持：提供用户培训和技术支持，提升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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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

5月 16日，在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Global Digi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 GDEI）2025。

GDEI2025研究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年致国际人工智

能与教育大会贺信中倡导的“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

育”四个教育目标已在全球生根发芽。

一是多国正在体系化建设应用支持生态，助力构建伴随每个

人一生的教育。37.5%的国家开发了面向教育应用场景的人工智

能资源、产品和服务。新加坡将人工智能学习工具嵌入学生学习

空间。中国建成伴随每个人一生成长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

二是各国加快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助力构建平等面向每

个人的教育。 55.6%的国家正在打造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体系。美

国启动“EducateAI”计划，面向所有学生以及成年人提供人工

智能教育。中国将人工智能课程纳入义务教育必修。

三是数字教育先发国家积极开展多场景、全流程实践探索，

助力构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42%的国家探索人工智能在教学中

的应用。日本基于人工智能为学生量身定制课程路径。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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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平台持续开展智能化升级、场景化示范。

四是全球正在着力筑造教育变革治理基础，助力构建更加开

放灵活的教育。50%左右的国家建有相关组织机构或政策制度。

欧盟制定了《人工智能法案》。中国发布相关法律法规、成立专

门机构，开展系统治理，为构建开放灵活的教育构筑起基础和屏

障。

GDEI2025在沿袭上一年度基于多模态证据的评价范式基础

上，实现了三个拓展：一是扩大范围，随着证据的不断丰富，参

评国家从 62个拓展至 72个；二是创新手段，采用大模型等技术

助力证据采集与分析；三是增设维度，在原有 6个维度基础上，

增设“人工智能+教育”专题分析。

基于对全球数字教育发展多模态证据的分析，过去一年全球

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全球指数均值提升 4.54%，相

对排名保持稳定。随着 ChatGPT、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教育”已成全球数字教育变革新趋

势。超过 95%的国家都在关注这一主题。近 8成国家发布了人工

智能战略规划，将教育作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关键支柱。美中

韩三国“人工智能+教育”整体发展优势尤为明显。美国在大模

型技术研发方面优势显著，中国在大模型应用探索方面势头强劲。

中国教科院院长李永智表示，希望通过 GDEI，展示数字教

育发展的全球图景、透视数字教育多维度创新场景、洞察数字教

育为世界带来的美好愿景。面向数字教育未来发展，李永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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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路径参考：教学思维链创新教育大模型构建理念、智能体推

动 AI与教育深度融合、以数字教学法引领课堂教学范式创新、

STEM创新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战略选择、注重以社会情感学习

促进人机和谐共生、关注算法治理确保教育技术向上向善、智能

鸿沟成为定义教育公平的新变量、协同共创成为数字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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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AI literacy and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GenAI on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processes, collaborative dynamics between AI and teach-
ers,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students’ metacognition with GenAI, 
and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s. These insights provide 
valuable guidelines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on GenAI in education.

Zhang, X., Zhang, P., Shen, Y., Liu, M., Wang, Q., Gašević, D., & Fan, 
Y. (2024).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apply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Frontiers of 
Digital Education, 1(3), 223–245.

FRONTIERS OF DIGITAL EDUCATION
数字教育前沿（英文）September 2024  Volume 1  Number 3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Apply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创刊号-第三期 2.indd   1创刊号-第三期 2.indd   1 2024/10/25   16:462024/10/25   16:46创刊号-第二期 2.indd   1创刊号-第二期 2.indd   1 2024/8/7   15:512024/8/7   15:51

FR
O

N
T

IER
S  O

F  D
IG

IT
A

L  ED
U

C
AT

IO
N

CN 10-1952/G4    Price: 210 yuan 邮发代号：80-164

Higher
Education
Press

D
ecem

ber 2024    Volum
e 1    N

um
ber 4

FRONTIERS OF
DIGITAL 
EDUCATION
p-ISSN 2097-3918    e-ISSN 2097-3926    CN 10-1952/G4     Available Online:  https://journal.hep.com.cn/fde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44366

数字教育前沿（英文）
December 2024
Volume 1  Number 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r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embrace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as a meaningful step toward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promise 
optim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put a strain on 
education systems to adapt pedagogical strategies. Classical pedagogi-
cal frameworks such as Dewey, Piaget, and Vygotsky’s theories focused 
on student agency and are not specific 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with 
ubiquit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Hence, there is a need for a novel and 
innovative pedagogical framework that aligns with these emerging and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However, recent guidelines to incorpo-
rate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ethical dimensions and assessment practices. The lack of an overarching 
pedagogical framework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era is a threat to quality education. The current study proposes a digital 
pedagogy for sustainabl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DP4SET) frame-
work applicable to the new mod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DP4SET framework comprises four compo-
nents that advocate for digital competence for accessing deep learn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with quality digital resources, learning environ-
ments with applicabl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ynergy between human 
teachers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of the DP4SET framework in Chinese contexts proves that it promotes 
the effective use of technology and significantly reshap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d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 proposed digital pedagogy 
framework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modern education systems to ac-
commodate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f education.

Huang, R., Adarkwah, M. A., Liu, M., Hu, Y., Zhuang, R., & Chang, 
T. (2024). Digital pedagogy for sustainable education transforma-
tion: Enhancing learner-centre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era. Frontiers 
of Digital Education, 1(4): 27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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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研究全球十大热点
Digital Education Fronts

  
 ◎◎ 生成式 AI 加速跨学科融合 
  Generative AI Accele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 元宇宙技术催生智慧学习范式 
  Metaverse Technologies Catalyzing Smart 
  Learning Paradigms
  
  ◎◎ 数字教育改变学习行为认知 
  Digital Education Transforming Cognition of 
  Learning Behaviors
  
 ◎◎ AI 赋能个性化学习：未来已来 
  AI Empower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e Future Is Now
  
  ◎◎ 数字素养支撑教师专业成长 
  Digital Literacy Suppor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人智协同塑造数字教育新生态 
  Human–AI Collaboration Reshaping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 职业教育适应智能化创新需求 
  Vocational Education Aligning with 
  Smart Technology-Driven Innovation Demands
  
  ◎◎ 全球共治重建数字教育伦理边界 
  Global Co-Governance Redefining Ethical 
  Boundaries in Digital Education
  
  ◎◎ 数字教育跨越区域均衡发展鸿沟 
  Digital Education Bridging Regional Gaps i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 数据驱动教学全流程智慧决策 
  Data Driving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Across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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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合作武汉倡议：智联全球，慧育未来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

术在实现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的目标方面

表现出强大活力，正全面重构教育生态，加速推动全球教育进入

智慧教育新阶段。世界和平与发展正面临多元挑战，为创造智能

时代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教育未来，本届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迎新阶段，共建新标准，共

创新路径，加快落实 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全球数字契约》，

加速实现教育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推动建立创新

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的国际数字教育发展共同体。

为此，本届大会倡议：

一是共建数字教育标准，推动平台互联。我们呼吁构建多边

协同的数字教育治理体系，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等机构的合作，建立国际数字教育标准框架，制定跨国互通的认

证体系，推动智慧教育全球互联。加快教育领域专用大模型建设，

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教育场景的融合创新，探索未来学校、

未来课堂与未来学习中心等新型教育空间的建设与应用。开发跨

国互认的智慧教育教学能力发展体系，协同打造未来教师队伍，

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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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高水平复合型数

字人才。

二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要素互济。我们呼吁共同打造

多语种、跨文化、高适配的共享资源库，持续扩大世界数字教育

联盟成员规模，推广数字教材、智能助手、数字画像等工具的大

规模、常态化应用。探索人机协作的优质数字资源开发模式，强

化智能教育产品、工具、服务、监管。提高数字教育可及性，帮

助发展中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

三是共促教育智能转型，实现经验互鉴。我们呼吁广泛开展

人工智能教育的国际合作，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构建语料开放、

模型开源、算力共享的技术服务体系，以开源协作方式开展数字

教育共性技术联合攻关，构建协同创新的研发生态。联合开展智

慧教育创新实验，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教育中有

效应用和实践路径，建立常态化经验共享机制，为全球教育变革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实践指南。

四是共护人工智能安全，加强理念互通。我们呼吁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伦理先行、以人为本，发展与应用人工智

能，协同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准则、规范及问责

机制，确保安全可信教育人工智能工具供给。建立健全“人工智

能+教育”安全保障制度，保障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

全。促进各国在伦理理念、规范制定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凝聚全

球共识，共同推动科技向善，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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