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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 2022 年 7 月启动并完成了“全国中小

学教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旨在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视角，关注基础教育

阶段信息化在学校、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尤其是信息化设备、平台、

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本部分报告基于教师问卷，分析中

小学教师在学校教学管理过程中信息化硬件设备、软件平台、数字资源的使用情

况，以及教师反馈的影响其信息技术使用的相关因素。 

 
*
 课题组成员：魏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

所科研助理；季楚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陈恩茹，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

究所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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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样设计和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抽样设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CIEFR-HS）的抽样区县，在全国范围内抽取除港澳台地区、西藏、新疆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55 个县（含区、县级市）；第二阶段，从 355 个

区县中随机抽取 8 所小学、4 所初中；第三阶段，从随机抽取的学校中对四年级

学生和初二学生进行整群抽样，对应年级所有任课老师完成教师问卷、校长（或

管理者）完成学校问卷。另外补充抽样西藏的 6 个县（含市、地区、自治州）和

新疆的 8 个县（含市、地区、自治州）。 

对教师问卷进行清理之后，保留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完全中学、九年制学

校、十二年制学校教师，共保留有效样本 6.78 万。其中，公办学校教师 6.1 万，

占 91.46%，民办学校教师 0.57 万，占 8.54%。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区学校教师

33983 名，占 50.88%；镇区学校教师 22990 名，占 34.42%；乡村学校教师 9821

名，占 14.7%。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学校教师 27702 名，占 40.86%；东北部学

校教师 8160 名，占 12.04%；中部学校教师 12432 名，占 18.34%；西部学校教师

19506 名，占 28.77%。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城市（包括农村）教师 5478 名，

占 8.2%；二线城市（包括农村）教师 20348 名，占 30.46%；其他城市教师 14853

名，占 22.24%；其他农村学校教师 26115 名，占 39.1%。1 

表 1 教师样本在不同区域的分布 

    样本总量 占比 

公、民办 
公办 61,087 91.46% 

民办 5,707 8.54% 

城乡 

城区(主城区和城乡结合区) 33,983 50.88% 

镇区 22,990 34.42% 

乡村 9,821 14.70% 

地区 

东部 27,702 40.86% 

东北 8,160 12.04% 

中部 12,432 18.34% 

西部 19,506 28.77% 

城市类型 

一线城市（包括农村） 5,478 8.20% 

二线城市（包括农村） 20,348 30.46% 

其他城市 14,853 22.24% 

其他农村 26,115 39.10% 

 
1 由于部分学校的城乡和公民办信息缺失，因此分城乡、公民办和城市类型维度的学校样本量会略小于总

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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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信息化设备、平台、资源的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从信息化硬件设备、信息化平台和数字资源的功能三方面，分城乡（城

区、镇区和乡村）、地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城市层级（一线城市、二

线城市、其他城市、其他农村）以及分公、民办学校来分析教师使用不同场景的

硬件终端、不同提供方的信息化平台和不同功能的信息化软件和数字资源的具体

情况。 

1. 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情况 

根据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场景，我们将硬件分为以下五类调查了教师的使

用情况：教室内的硬件终端（如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投影、台式机等）、办

公室的硬件终端（如台式机等）、移动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

专用录播教室设备、计算机实验室、智慧教室设备。 

整体上，教室、办公室和移动设备的硬件终端使用率最高，“几乎每天”使

用的教师占比分别为 74%、70%和 75%，而“几乎不用”的教师仅占 4%、6%和

5%。而另一方面，专用录播教室和计算机实验室、智慧教室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

其他场景的硬件终端，每周都使用的教师占比为 20%和 27%，另有 50%教师“几

乎不用”录播教室、计算机室/智慧教室设备（图 1-1）。 

 

图 1-1 教师使用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情况 

分城乡来看，首先，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和建设，乡村和城镇学校教师使

用教室、办公室、专用教室的信息化硬件设备和移动设备的频率的差距已大幅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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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三个场景中差距最大的办公室硬件设备使用方面，乡村和城区教师“几乎

每天”使用的频率相差 12%。如果将“一星期几次”也考虑在内，城乡仅相差 4%。 

其次，在专用录播教室、计算机和智慧教室的使用上，城乡教师使用频率的

差距反而较小。一方面高频使用的城区教师占比略高于镇区和乡村教师，另一方

面几乎不用的城区教师也略高于乡村教师。如果将“一个月几次”和“一星期几

次”归为中低使用频率，那么镇区和乡村中低使用频率的教师占比要高于城区（图

1-2）。 

 

图 1-2 教师使用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情况（分城乡） 

接下来，我们聚焦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来看一线、二线和其他城市教师不同

场景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频率差异。首先，教室的硬件终端的普及率是最高的，

且一、二线和其他城市之间没有差异，“几乎每天”的高频使用占比均为 77%。

其次，办公室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率也相当高，但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存在差异，一

线城市高频使用达到 87%和 82%，而二三线城市则在 71%～77%。再次，在专用

录播教室、计算机和智慧教室的使用上，出现了与城乡学校类似的情况，即一线

城市高频使用和几乎不用的教师占比都高于其他城市，而中低频使用的教师占比

则相反，而且农村整体高于城镇（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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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教师使用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情况（分城市类型） 

分地区来看，移动设备和教室硬件终端的普及率是最高的。其中，东部地区

高频使用的教师均为 19%，其次是中西部地区，而最低的是东北部地区，移动设

备和教室终端的高频使用比例为 67%和 63%。办公室硬件设备的趋势类似，最低

的东北部地区，高频使用率仅占 57%。而在专用录播教室、计算机和智慧教室的

使用上，趋势与城乡和城镇内部的差异类似，各地区的教室使用频率差异不大。

其中，东部地区高频使用和几乎不用的频率均高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专用录

播教室和计算机室/智慧教室的高频使用分别达到 10%和 15%（图 1-4）。 

 

图 1-4 教师使用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情况（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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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建设以及社会整体的信息技术进步，中小学

教师使用教室、办公室硬件中端和移动设备的频率得到大幅提升，“几乎每天”

使用的教师占比超过 70%，且城乡之间差距已大幅缩小。而另一方面，专用录播

教室和计算机实验室、智慧教室的高频使用率在 10%～14%，频率明显低于其他

场景的硬件终端，且城镇地区和东部地区几乎不用和中低频使用率占比高于农村

和其他地区。可见，在满足了硬件设备的配备之后，专用教室的使用频率更加受

到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活动组织安排的影响，而并不是城区学校对信息化的使用频

率一定高于农村学校。 

2. 信息化平台的使用情况 

根据信息化平台的提供者的不同，我们将平台分为以下六类分析其使用情况：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省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市/区级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市/区级教师网络研修培训平台、校本教学资源库、学校购买的企业

数字化资源库/平台。 

图 2-1 为全国平均的教师使用各类信息化平台的情况。首先，从高频率使用

的情况来看，校本教学资源库和学校购买的企业数字化资源库及平台的高频使用

占比最高（23%），其次是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19%），而省、市、区级

教育资源平台和教师研究网络的高频使用占比最低，在 15%左右。其次，从几乎

不用的情况来看，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市、区级的教师网络研修平台的

普及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市、区级和省级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而校本教学

资源库和学校购买的企业资源平台的普及程度最低。再次，从“一星期几次”和

“一个月几次”的中低频率使用情况来看，市/区级的教师网络研修平台总的频

率使用占比最高，为 74%，国家、省级和市区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次之，为

69%、67%和 67%，校本和企业资源平台最低，为 56%和 60%。 

可见，各类信息化平台的使用频率受到平台的内容、使用目的和地区、学校

自主选择的影响：（1）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基本公共

服务的一次创新，由中央电化教育馆承担建设和运维，平台面向全国中小学生，

内容较为综合和普适，其普及率和使用率都相对较高；（2）除了国家平台之外，

各地也建立自己的省级和地方平台，由于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管理体系较为下沉，

各地在平台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普及程度和高频使用率要低于国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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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3）市/区级教师网络研究培训平台用于教师参与在线培训和研讨，普及率较

高，活动的频率以“一个月几次”或者“一周几次”为主；（4）校本资源和学校

购买企业平台资源取决于学校自己的选择，一般来说资源内容更加贴近于课堂教

学的需求，因此高频使用率高的同时，其普及程度相对较低。 

 

图 2-1 教师使用各类教育信息化平台的情况 

分城乡来看，首先，各级政府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在乡村和镇区教师的普及率

和高频使用率都要高于城区学校，这说明各级政府资源平台确实起到了提供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和对教育资源托底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国家平台的普及率和高频

使用率都要高于省、市、区级平台。其次，市、区级的教师网络研修平台的普及

率和高频使用率基本上一致，可见作为有组织的教师培训和研修活动，城乡教师

基本上享受到了同等的资源。再次，从校本和学校购买的企业资源的使用情况来

看，城镇地区普及率和使用率都要高于农村地区（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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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教师使用各类教育信息化平台的情况（分城乡） 

分城市类型来看，国家和省级的公共平台在一线城市教师中的普及率和使用

率要低于其他城市，而市、区级的公共平台以及市、区级的教师网络研修平台的

普及率和使用率则要高于其他城市，这也符合北京、上海等地中小学教学组织和

教师培训活动主要以区县为主的组织架构。而二线城市以上平台的普及率和使用

率则介于一线和其他三线及以下城市之间。从校本和学校购买的资源来看，一方

面各类城市高频使用率相同，但另一方面，一、二线城市的普及率高于其他城市

（图 2-3）。 

 

图 2-3 教师使用各类教育信息化平台的情况（分城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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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同地区来看，国家和省级平台在中西部教师中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相

对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更高，而东北部地区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都是最低的。市、

区级的资源平台和教师网络研修培训平台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则在东部地区

最高，中西部次之，东北部最低。在校本资源库和学校购买企业资源的普及率和

高频使用率方面与地方平台类似，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而东北部地

区最低（图 2-4）。 

 

图 2-4 教师使用各类教育信息化平台的情况（分地区） 

综上，从普及率和使用频率来看：（1）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作为中央

政府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一次创新，在具备较高的普及率和使用率的同时，

更加倾向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凸显其建设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和对教育资源

托底的作用。（2）各地建立的省级和地方平台由于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管理体系较

为下沉，在普及率和使用率方面存在城乡和地区的差异。其中省级平台更加偏向

于农村和落后地区，而市、区级平台的普及和使用则受到地方政府投入和努力程

度的影响。（3）作为三级教研的主要承担者，地方教师研训平台则具有较高的普

及率和中等的使用频率，且城乡之间较为均衡。同时，也可以看到网络教师研训

的开展在地区之间和一、二、三线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往往东部地区和一、二线

城市在普及和使用方面更向前一步。（4）校本资源和学校购买企业平台资源取决

于学校自己的选择，一般来说城镇地区，一、二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普及率和使

用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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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内外的平台资源来看，各级政府的平台，尤其是国家和省级平台更加

偏向于农村地区和较不发达的地区。而市、区级的平台在本市、区内部普及率和

使用频率较为均衡，但有意愿、有能力建设的地区其普及率和使用率更高。另一

方面，企业类的平台资源则更加受学校自身的购买意愿、购买能力的影响，其普

及率和使用率，城市高于农村、一线城市高于其他城市、东部高于中西部，而东

北部地区最低。 

3. 软件和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 

根据软件和数字资源的功能，我们将其分为六类分析教师的使用情况：通用

办公软件（如 word 文档、表格、PPT 等）、社交通讯软件（如电子邮件、在线论

坛、微信群、QQ 群、家校通等）、多媒体工具（如绘图软件、网页制作、视频加

工、微课制作等）、学习管理系统（如数据记录与管理软件、教学平台、网络学

习空间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如与教材完整配套的数字教材、教案网站、课件

素材、优课平台等）、其他学习应用软件 APP（如语言学习应用、作业辅导应用、

数字化学习游戏、仿真模拟软件等）。 

图 3-1 为全国平均的教师使用各类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情况。首先，通用办公

软件、社交通讯软件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软件和数字资源，每天

使用的教师占比分别达到 69%和 76%。其次，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普及率和高频使

用率也较高，仅 5%的教师几乎不用，而几乎每天都用的教师占 44%。多媒体工

具和学习管理系统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则更低一些，几乎每天使用的教师分别

占 39%和 34%，而几乎不用的教师分别占 10%和 12%。其他学习应用 app 则最

低，几乎每天使用和几乎不用的分别占 27%和 20%。 

可见，各类信息化平台的使用频率受到软件和数字资源的通用性和使用场景

的影响：（1）通用办公软件、社交通讯软件在信息化普及的今天，使用率高，使

用场景多样化；（2）多媒体工具相对于通用办公软件和社交通讯软件，虽然也兼

具通用性，但专业程度更高，使用场景更具体，因此其高频使用率要低于通用软

件和工具；（3）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专业性强，聚焦于教师需要的学科教学内容，

使用场景灵活，具有较高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4）作为辅助管理工具的学习

管理系统则聚焦于更加结构化的教学和学生管理场景，其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要

低于通用的多媒体工具和数字化教学资源；（5）相对于多学科和多功能的学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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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学习应用 APP 更加聚焦于具体学科的学习和应用需求，其普及率和高

频使用率是这些软件和资源中最低的。 

 

图 3-1 教师使用各类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情况 

分城乡来看，城区教师通用软件资源和学习类软件资源的普及率和使用频率

均高于镇区和农村教师，尤其是通用办公和通讯软件的使用频率，城区教师高频

使用率高于农村教师 9%～11%。另一方面，学习类专业软件资源方面，数字化

教学资源在城乡的普及率整体非常高，城区略高于农村，而高频使用率则高于农

村 5%。学习管理系统和学习应用软件的普及率相对于数字资源低，城区教师的

使用率较高（图 3-2）。 

 

图 3-2 教师使用各类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情况（分城乡） 

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城市教师在通用软件和数字资源的使用上高于其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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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频使用率分别达到 83%、85%和 45%。另一方面，在学习类的软件和数字

资源的普及率和使用频率方面，一、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图

3-3）。 

 

 

图 3-3 教师使用各类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情况（分城市类型）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教师在各类通用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普及和使用率方面

都高于其他地区，尤其在通用办公软件和社交通讯软件资源的使用上，东部地区

教师几乎每天使用的比例比其他地区高出 10%。值得注意的是，东北部地区无论

是在通用软件的普及和使用方面，还是在学习类软件和资源的普及和使用方面都

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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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教师使用各类软件和数字资源的情况（分地区） 

综上，目前通用软件资源和学习类的软件资源在教师中的普及率非常高：（1）

在通用软件资源中，办公和通讯软件的高频使用率分别达到 69%和 76%；（2）在

学习类的软件资源中，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普及率和高频使用率也较高，仅 5%的

教师几乎不用，而几乎每天都用的教师占 44%；（3）多媒体工具作为使用者生成

内容的工具，学习管理系统作为教学和学习的辅助管理系统，其普及率和使用率

则相对偏低一些，高频使用率在 30%～40%；（4）学习应用软件学科和针对性更

强，且多为企业产品，普及率和使用率最低。以上各类通用和学习类的软件和数

字资源的普及和使用方面，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的教师高于其他

地区。 

从体制内外来看，在企业提供软件和数字资源中，普及率和使用频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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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与教材完整配套的数字教学资源、教案网站、课件

素材、优课平台等；学习应用软件包括语言学习应用、作业辅导应用、数字化学

习游戏、仿真模拟软件等。根据提供者的性质，将可以提取提供者信息的学习平

台/系统、数字化教学资源和学习应用软件分为政府提供、企业提供和学校提供

三类。 

根据表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系统中，提供者是政

府的占 38%，企业的占 58.8%，另有 3.2%的校本平台。分城乡来看，越是农村地

区，其使用政府提供的在线学习平台的比例越高，使用企业平台的比例相应越低。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使用政府提供平台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

最低的是东北部地区，而东北部地区的教师使用企业提供学习平台的比例高于其

他地区。 

表 2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系统 

 政府 企业 学校 

平均 38% 58.8% 3.2% 

城乡 

城区 35.3% 62.4% 2.3% 

镇区 40.7% 54.7% 4.7% 

乡村 42.4% 53.5% 4.1% 

地区 

东部 40.8% 56.4% 2.8% 

东北 31.8% 63.7% 4.5% 

中部 38.6% 59.2% 2.2% 

西部 35.1% 60.5% 4.4% 

说明：仅考虑能够提取政府、企业和学校三类提供者信息的样本。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各级政府提供的学习平台中，国家教育平台的占比最

高为 47%，其次是省级教育平台（27%），地方教育平台（16%），一般性的政府

平台（6%）。在乡镇学校教师中，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比例高于城区学校，使用

地方教育平台的比例低于城区学校，而省级教育平台则没有差异。而在各类企业

提供的学习平台中，提及人次最多的前 20 企业占全部的 79%。图 4-1 是依据教

师提及的频次加权得到的词频图。其中，通用型的占全部平台/系统的 29%，教

育类的占全部平台/系统的 50%。2乡镇学校教师使用最多的是各类通用、通讯和

会议直播平台、学习管理平台系统以及数字资源类平台。城区学校除了通用和学

 
2 通用型，例如钉钉、微信、腾讯会议、QQ 等主要用于通讯和直播展示；教育类主要有学习管理系统

（希沃、班级小管家、教育云、学乐云、晓黑板、智慧课堂），数字资源类（学科网、智学网、菁优网），

也包括一部分算法主导的学习平台/系统（好分数、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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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管理平台之外，也包括一些有算法驱动的平台。 

 

图 4-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学习平台/系统词频图 

根据表 3，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中，提供者是政府

的占 34.4%，企业的占 63.9%，另有 1.7%的校本数字化资源。与在线学习平台相

比，企业提供的比例在上升，而政府提供的比例在下降。分城乡来看，城镇地区

使用企业资源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地区，但差异不大。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使用

政府数字化资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东北部、中部地区，最低的是西部地区，而

西部地区的教师使用企业提供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表 3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政府 企业 学校 

平均 34.4% 63.9% 1.7% 

城乡 

城区 33.8% 64.5% 1.8% 

镇区 34.5% 63.9% 1.7% 

乡村 36.6% 61.9% 1.5% 

地区 

东部 38.6% 59.6% 1.9% 

东北 36.4% 61.6% 2.0% 

中部 33.4% 65.6% 1.0% 

西部 27.8% 70.4% 1.8% 

说明：仅考虑能够提取政府、企业和学校三类提供者信息的样本。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各级政府提供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国家教育平台提

供的占比最高，为 61%，其次是省级教育平台（20%），地方教育平台（17%），

一般性的政府平台（1%）。在各类企业提供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中，提及人次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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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 20 企业占全部的 36%，分散程度高于平台系统（79%）（图 4-2）。其中，主

要来自教育类的平台网站等（32%）。具体来看，来自学科网和希沃的数字资源占

比远高于其他数字资源。前 20 的企业数字资源中，主要是各类学科的数字教材、

课件、教案、试卷、试题等备课、出题、组卷资源。城乡学校教师在企业提供的

数字化教学资源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乡镇学校使用希沃平台自带的资源占比

更高。 

 

图 4-2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词频图 

根据表 4，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学习应用软件中，提供者是政府的

占 7.8%，企业的占 89.6%，另有 2.6%的校本应用软件。与在线学习平台和数字

化教学资源相比，学习应用软件以企业提供为主，城乡、地区和不同性质的学校

之间差异不大，由企业提供的占比几乎在 90%左右。 

表 4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学习应用软件 

 政府 企业 学校 

平均 7.8% 89.6% 2.6% 

城乡 

城区 7.3% 90.0% 2.8% 

镇区 8.8% 88.7% 2.6% 

乡村 7.6% 90.1% 2.3% 

地区 

东部 7.0% 89.9% 3.1% 

东北 5.5% 92.3% 2.2% 

中部 9.2% 88.8% 2.0% 

西部 8.9% 88.6% 2.5% 

说明：仅考虑能够提取政府、企业和学校三类提供者信息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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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各类企业提供的学习应用软件中，提及人次最多的前

20 企业占全部的 32%（图 4-3）。其中，主要来自教育类的平台网站等（31.8%）。

具体来看，希沃和作业帮占比远高于其他学习应用软件。前 20 的企业数字资源

中，主要是各类算法主导的作业、练习、测试、题库类应用，此外还有语言学习

类和通用工具类。城乡学校教师在企业提供的学习应用软件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都是以练习作业类应用为主。 

 

图 4-3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学习应用软件词频图 

5. 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 

本节我们根据教师的教学活动内容和场景将其分为以下 9 类，分析教师在不

同的教学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备课、课堂教学、作业相关环节（如布置、

收集、批改、反馈等）、考试与评价、与家长的沟通联络、与学生的课外沟通联

络、班级管理、备课之外的教研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图 5-1 为全国平均的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首先，教

师在备课、课堂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最高，几乎每天使用的教师占比分别

达到 54%和 57%，一周使用几次及以上的累计占比达到 80%和 81%。其次，班

级管理、作业相关环节以及与家长和学生的沟通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次之，

高频使用率为 33%～41%，一周使用几次及以上的累计占比达到 61%～66%。再

次，教研活动、考试评价和综合实践活动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最低，高频使用率

为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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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 

从城乡来看，各类教学管理中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差异不大。在使用率方面，

城区教师在教学练测评环节、学生管理环节、教研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中高频使

用率均高于农村教师，但差距并不大，仅在与家长沟通联络环节，城乡教师使用

信息技术的差别相对最大，城区和乡镇教师高频使用率相差 10%左右（图 5-2）。

从城镇内部来看，一、二线城市和其他城镇之间的差异不大，在此不详细展示。 

 

图 5-2 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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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来看，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活动中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在东北部地区最

低，尤其是在班级和学生管理、家校沟通方面与其他地区相差尤其明显。在使用

率方面，东部地区在教学、测评、学生管理、教研活动方面的信息技术高频使用

率均高于其他地区，但中西部教师与东部教师的差距并不明显（图 5-3）。 

 

图 5-3 教师在各类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分地区） 

综上，在教、学、练、测、评的环节中，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最高的

是备课和教学的环节，而普及率和使用频率较低的是练、测、评的环节。相对于

作业和考试评价，教师在班级管理、家校沟通方面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更高。而

教研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因其线下面对面的需求，信息技术的使用率最低。值得

注意的是，练、测、评环节正是近年来教育信息技术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而取

得较大突破的领域。目前这一类的教育信息化应用已经能够通过学生的在线练习

和测评结果对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诊断，根据个体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来指定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学习计划。而根据调查数据，中小学教师在作业和考试评

价方面使用信息技术的普及率低于其他教学管理活动，尤其是考试评价环节的信

息技术应用，未来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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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师反馈的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的因素 

除了教师信息化设备、平台、资源的使用情况，本次调查还询问了教师对学

校信息化硬件设备、软件资源、提供的培训和支持等 10 个方面的态度。1 是“非

常不符合”，2 是“不太符合”，3 是“比较符合”，4 是“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

示教师越认同该项描述的情况影响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 

平均来看，各项影响因素的平均得分差异不大，其中“现有的网络不够快不

够稳定”是影响信息化资源使用最大的因素，且排在前三位的影响因素均为硬件

设备相关因素。学校对教师日常性的信息技术支持、专门的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

训、信息化软件和数字资源的缺乏这四个方面的平均分则低于网络和硬件设备的

稳定性，说明教师认为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网络和硬件设施设备的稳定性和功能

性。而学校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视和激励的评分最低，说明教师认为这方面的影

响相对较小（图 6-1）。 

 

图 6-1 影响教师在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 

分城乡来看，城区的教师在各项影响因素的平均分低于镇区、农村教师。其

中，城乡差距相对较大的有两类因素，一类是日常的信息技术的支持、能力提升

培训和学校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视，另一类是现有的设备不足以满足教学的需求。

因此，尽管整体来说，教师认为影响更大的因素是网络和硬件设备的稳定性和功

能性，但对于农村教师来说，不仅硬件设备对于信息化的应用有影响，学校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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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组织和制度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图 6-2）。 

 

图 6-2 影响教师在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分城乡） 

综上，当问及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信息技术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教师认为目

前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网络环境和硬件设施设备的稳定性和功能性，其次才是日

常的专业支持、能力提升培训，以及软件和资源的充足程度。而对于农村教师和

公办学校教师来说，不仅硬件设备对于信息化的应用有影响，日常的专业技术支

持、培训和激励也非常重要。 

四、小结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和建设，以及得益于社会整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校之间的差

异也已大幅缩小。城镇学校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学习环境建设，课堂教学中的信

息技术基础应用开始常态化，有些地区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探索。通过农村中小

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以及“三通两平台”建设的推

进，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尤

其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还处于基础环境搭建和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起步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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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在学校的信息化应用情况来看： 

第一，从信息化硬件设备的应用情况来看，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和建设，

乡村和城镇学校教师使用教室、办公室、专用教室的信息化硬件设备和移动设备

的频率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围绕着课堂教学的信息技术基

础应用开始常态化，教师教学的日常应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小学、初中阶段教

师使用教室、办公室硬件终端和移动设备的频率较高，平均 70%～75%的教师几

乎每天使用，这也是获益于社会整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第二，从教学管理活动的应用情况来看，在教、学、练、测、评环节以及班

级管理、综合活动、家校沟通中，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最高的是备课和教

学的环节，而普及率和使用频率较低的是练、测、评的环节。相对于作业和考试

评价，教师在班级管理、家校沟通方面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更高，而教研活动和

综合实践活动因其线下面对面的需求，信息技术的使用率最低。值得注意的是，

练、测、评环节正是近年来教育信息技术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而取得较大突破

的领域，未来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从信息化平台、软件和数字资源的应用情况来看，校本教学资源库和

学校购买的企业数字化资源库及平台的高频率使用占比最高（23%），其次是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19%），而省、市、区级教育资源平台和教师研究网络

的高频使用占比最低，在 15%左右。其中，各级政府的平台，尤其是国家和省级

平台更加偏向于农村地区和较不发达的地区，而市、区级平台的普及和使用则受

到地方政府投入和努力程度的影响，其中教师研训平台则具有较高的普及率和中

等的使用频率，且城乡之间较为均衡。企业类的平台资源则更加受学校自身的购

买意愿、购买能力的影响，其普及率和使用率，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中西部，

而东北部地区最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系统中，提供

者是政府的占 38%，是企业的占 58.8%；使用最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提供者是政

府的占 34%，是企业的占 64%；在使用最多的学习应用软件中，提供者是政府的

占 8%，是企业的占 90%，另有 3%的校本应用软件。 

第四，从教师反馈的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的因素来看，教师认为影响最大的因

素是网络和硬件设备的稳定性和功能性，其次是日常的专业支持、能力提升培训

以及软件和资源的充足程度。对于农村学校的教师来说，不仅硬件设备对于信息

化的应用有影响，日常的专业技术支持、培训和激励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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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报告（一）：学校信息化建设 

摘要：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 2022年 7 月启动并完成了“全国中小学教

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根据调查数据，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中小学阶段

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校之间的差异也已大幅缩小。公立学校

信息化硬件设备主要由政府统一购买配备，尤其是农村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学校。学校信息

化管理系统，尤其是学生、财务和教务管理系统的配备率较高，同时各级政府的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的普及率较高。从校长反馈来看，校长认为学校的技术支持和教师能力提升是促

进信息化应用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支持，最后是软件和数字化资源

是否满足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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