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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实现教育现代化、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提高教育的质量，迫切需要国家和政府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此，我国出台了一部又一部的教育信息

化相关政策文件，以此来推动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加大力度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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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 

country and a region. To realiz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t is urgent for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o this end, 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intensify effort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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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普及，互联网技术根据我们的学习、

生活等需要发展出来的各种应用也越来越全面，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信息技术成功的渗透到

了各行各业，这也为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机遇，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

和与之而来的教育变革，对我国的教育领域而言，信息技术无论是从应用的广泛程度方面来

看还是从它的影响程度来看都是较为显著的。近些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家和

政府对教育信息化的关注，与此相对而来的就是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的出台、重视和不断发

展与更新的需求。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和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是教育部迅

速制定、修改和调整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最基本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和其对信息化的应用能力成为了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

走重要指标。因此，我国教育信息化在国家和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由慢慢探索到稳步前进发

展着。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新观点、新思路、新模式与传统的教育方式、

教育观念互相碰撞和相互融合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教育学专家和学者们也发现了很

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这些都需要国家和政府在其中起引导、规范和调控的作用，以使我

国教育更快、更好的发展。 

2.创客教育的内涵 

2.1. 创客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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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Maker）“创”指创造，“客”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创客”本指勇于创新，努

力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这个词译自英文单词“Maker”，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微观

装配实验室的实验课题，此课题以创新为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以个人设计、个人制造为核

心内容，参与实验课题的学生即“创客”。创客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有一

种通过行动和实践去发现问题和需求，并努力找到解决方案的含义在里面。 

2.2. 创客教育定义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使用数字化工具，

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这个定义来自 2016年 2 月的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创客教育专委会聚集了创客、创

客教育界的 20余位专家和实践者共同研讨的成果。[1] 

创客教育将学习看做是一个需要学生自己高度参与和尝试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并不是主导者，而是通过建立一些项目来促进学生对于各种知识的获取和理解，以师生互

动为基础推动学生的学习和思考，使学生在时间的过程中获得学习的快乐和学到自主学习的

方法以及开创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创客教育推翻了传统学校教育的同一化教育，使学生

趋于个性化，在创客教育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能有属于独自己的个性和发展方向。 

2.3. 创客教育发展背景及发展历程 

创客教育的兴起，源自于互联网大背景下的创客热潮和大众创新的时代经济发展，最初是

在 2009年，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教育创新倡导”中提出创客运动改革教育的理念，从而出

现了“创客教育计划”。随着美国全民创客运动的推进，创客教育从微观概念上升到宏观层

面，成为一种基于创造的全新教育方式，它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体验教育、项目教育法、创新

教育、DIY、DIT等理念之上。[2] 

在美国创客教育的影响下，中国有关人士也发现了创客空间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对学生教

育的个性化发展，于是中国也开始了创客运动的浪潮。到 2015年，李克强总理视察深圳柴火

空间时，提到了“创客”，也在政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大力发展创客空间的举措。到目前为

止，创客和创客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3.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 

3.1.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自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上海视察时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开始，我国对教育信息化力度

的投入逐年加大，相关的政策文件也紧接着出台公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 》出台，正式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 1993年到 2013年

20年间，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

略》、《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等重要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 55项。[3]  2013年后，出台的教育信息化

政策文件主要有《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等，都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推动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目标，从而使我

国的教育信息化跨入快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3.2. 我国教育信息化成就展示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发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重大工程，这些都为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这些年不断地发展与沉淀，我国教育信息化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在教育领域、经济促进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目前已经初见端倪，同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持续不断的增长着。教育部提出的“三通两平台”建设也在稳步的建设之

中，现阶段基础基于设备的建设已经基本完工，我国也已经基本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通、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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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班班通、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目标。我国目前在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

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这两方面还有所欠缺，各级各类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在不断的建设中，初

步建成了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高等优质教育课程资源库、职业教育资源库等优质资源分享

平台。基于互联网这个大平台，我们已经可以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平台中找到各

门学科课程的优质教学资源和课堂实录，通过这些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教

师也可以对比优秀的教学设计改进自己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也是我

国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现在我国各高校信息管理平台已经较为成熟了，

针对全国各中小学学生、教职工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还在建设当中，而各类国家级或省级重要

资格证书考试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早已成熟。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一系列全新的技术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逐渐应

用在教育领域中，例如云计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都为我国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指引了方向。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各级各类的学校以多种方式不同程度

地接入互联网，实现了基础设施体系的初步全面覆盖，在校园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连接

到校园网就是这一成果最好的体现。信息化的发展已经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多个领

域，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引起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基础教育领域为例，到

2005年为止，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为农村中小学配备了教学光盘播放设

440142套，卫星教学收视系统 264905套，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 40858 万套，基本覆盖了所

有农村中小学校，信息化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使 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广为受益。我国教育信

息化建设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的、智慧的良好教育态势。[4] 

4.教育信息化政策对创客教育的影响 

随着教育领域信息化的不断推进，教育理念也在发生重大变革，网络教育、虚拟教育、智

慧教育等新兴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充满时代韵味的创客教育正在“柔性地改变教育”。[5] 创

客教育是我国改革和创新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符合我国当前新课改对“改变传统课程注重

知识传授的倾向、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的要求。[6] 2016 年，教育部出台的《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指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空间’、

跨学科学习( STEAM 教育) 、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养成数字化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7] 这些内容代表着创

客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在我国被国家和政府以及人民所认可，也说明了创

客教育的教育价值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和重视，我国会针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创客教

育进行重点建设和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创客教育基础条件建设在全国也有了充分的发展。 

4.1. 建设和实施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 

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其目标是要把我国未来的青少年们培养成能够适应高科技数据

网络时代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创新性人才。一般来说，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创新能力”、“创

新意识”和 “创新思维”等素质的人才。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必须围绕着创新人才

的三方面素质入手，努力探索并让创客教育与现有的教育体系融为一体。 

4.1.1 创新性人才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意识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创新”和“为谁去创新”，即创新最初的动力和最终

的目的问题，这是对于培养创新性人才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国的创客教育盲目照搬

西方的创客教育相关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的重点只在青少年们创客能力的培养，而忽视青

少年们的创新意识问题，最终，即使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但是崇拜西方价

值观的青少年也会越来越多，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要建设和创立属于我

们自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体系。我们都知道，创新意识的培养必须通过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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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坚持不懈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树立才能完成，而这些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创客教育必须

和现有的教育体系共同发展，并最终要融合成为一体。这样才能使创客教育成为我国整个创

新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1.2 创新性人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作用是共同去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创造性思维是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和它们的前提条件。用另一种方式来说的话，就是创造性思维在创

新性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中，有关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方面，我们最好将这个过程放在逐渐把创客教育融合成为一体的中小学学科

教学中完成。 

4.1.3 创新性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了达成我国的创客人才们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培养目标，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培养创客

人才的措施与经验，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做好适合中国特色的改变和补充: 

一是关于我国创客课程方面的改变与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其内涵已经有了改

变和一定程度的扩展，就是把培养的目标从原来的创客人才变成了创新性人才，所以我们在

保留原来的技能训练类课程，如 3D 打印、机器人、软件编程等创客课程之外，还应该适当

的增加和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相关方面的课程。 

二是关于我国培养创客教师以及创客教师培训内容方面的改变和补充。创客教育的目标已

经发生了改变，创客教师所涉及的知识和专业素养也应该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如此，创客

教师们就不能只了解有关西方国家创客、创客空间和创客教育的内涵、特征、实施方式等相

关的课程内容，而应该在这些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与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等相关方面的

课程内容。只要创客课程发生了变化，那么创客教师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培养内容等也

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 

5.结束语 

2018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中指出“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

的使命，也必然带动教育信息化从 1.0时代进入 2.0时代”，并强调在这一新时代，教育信

息化应该“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使我国教

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8] 所以我们应该在学习和适应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努力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

的，有着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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