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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年工作要点提出

要以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本刊讯 月 日教育部在其网站公布了 年

工作要点 。文件提出 ,要以教育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 。

要完成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启动实施 “宽

带网络校校通 ” ,加快推进 “优质资源班班通 ” 、“网络学

习空间人人通 ”。推进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与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 ,初步建成教育机构与学生基础数据库并提

供服务 。建立教育信息化专家咨询机制 ,完善教育信息

化标准体系 ,建立教育信息化督导机制 。总结推广首届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展演活动优秀成果 。

制订中小学教学信息化指导纲要 。加快推进职业教

育信息化建设 ,提高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水平 。

加快建设高等学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 。

加快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 。加强教育装备和条件建设。⑨

完成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标志着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编制工作的圆满结束 。 ⑧ 华中师范大学 吴抵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总结会在京召开

月 日 ,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卜

年 》编制工作总结大会暨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研讨会

在教育部召开 。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司长 、科技司信息

化处张拥军处长 、规划编制专家组组长杨宗凯教授及规

划编制专家组各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

杨宗凯教授对十年规划的编制工作作总结报告 ,全

面回顾了规划编制过程 ,总结了规划编制工作取得的各

项成果 ,并对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专家组各位专家

的贡献表示感谢 。随后 ,规划专家组各位专家介绍了参

加规划编制工作的收获和体会 ,并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

后续工作思路提出了建议 。

王延觉对规划编制专家组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明

确指出专家组完成了一项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

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 实现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理念由以

基础建设为主向以应用驱动为主的重大突破 。同时 ,王延

觉还向专家组介绍了教育信息化的近期工作重点 , 期望

各位专家持续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 ,做出更大贡献 。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一 年 》是我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第一份正式颁布的中长期发展战

略规划文件 ,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规

划编制专家组由华 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牵头 ,集

中了国内教育信息化领域 余位知名专家 , 先后召开

余次会议 、调研十余个省 、市 、自治区 ,并进行 了多个

轮次的公开征求意见 ,前后修订 余版 历时一年编制

教育部 、国家语委发布《识字教学用通用键盘

汉字字形输入系统评测规则》

《识字教学用通用键盘汉字字形输人 系统评测规

则 》经教育部 、国家语委批准 ,于 年 月 日发布 ,

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广

泛普及 。汉字输入系统对学生识字和写字学习影响很

大 ,有必要对识字教学阶段学生使用的汉字字形输人系

统进行评测和规范 。

《识字教学用通用键盘汉字字形输人系统评测规

则 》规定了识字教学用通用键盘汉字字形输人系统应遵

循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 ,以及码元键位设置和系统功能

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可作为相关部门 、单位选用汉字输

人系统的参考依据 。

该规范的发布将进一步促进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

范 、符合识字教学规律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汉字输人

系统在识字教学中推广使用 ,促进识字教学和信息技术

教育相互结合 、健康发展 。⑧ 来源 教育部门户网站

教育部首次通过官方微博

解读 年教育改革路线

“要加强学校安全立法 ” , “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机制 ” , “把有限经费用在刀刃上 ”…… 月 日下午 ,教

育部首次通过官方微博 “ 微言教育 ”, 为网民解读

“ 教育改革重点工作推进路线图 ”。

一个小时的 “微访谈 ”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
兵共收到 个问题 ,集中给予 个答复 。 万多位

“粉丝 ”将看到这些简洁而明确的政策要点 。

在他的回答中 , 一些政策既定不变 , 反复重 申 ,如

“加大农村和中西部学校建设和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力

度 ” , “学校要开足上好体育课 ,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

时 ”一些政策回应诉求 ,力度加大 ,如 “国家将设立专项

资金 ,对在连片特困地区乡 、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

师给予生活补助 ”, “强化教师进人门槛 , 杜绝无资质的

人进人幼儿教师队伍 ” 一些政策回答了社会疑问 ,如

“高校男女招生比例基本均衡 ,今后教育部还要考虑进

一步缩小对于女性招生的限制 ”。

通过 “微访谈 ” ,受到高度关注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揭

下 “面纱 ”。如 ,针对一些热点难点 , “提倡学校明确定位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