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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和刘延东同志在 2012年全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精神，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经学会

理事长会议讨论通过，决定设立学会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选编。该

课题将征集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并编撰成册，通过出版社正式出版《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

应用案例选编》。 

  为加快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的选编出版工作，学会决定由蒋东兴、种连

荣、邸德海牵头，组织学会专家成立编委会，发动学会成员撰写应用案例。对于入选的优

秀案例，课题组将给案例作者一定的奖励。 

  请各会员单位按照如下时间安排，撰写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 

1) 5 月 30 日前，按照附件 1 模板上报案例简介，编委会将在收到案例简介两周内反馈

是否采纳； 

2) 对于通过初选的案例，按照附件 2 模板撰写案例，在 6 月底之前提交完整的案例初

稿； 

3) 编委会在收到案例初稿后两周内反馈审阅意见，案例提供单位在 7 月底之前完成修

改并正式提交定稿。 

 为方便大家选取案例题目，附件 3 给出了一些参考案例选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 

          二О一三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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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案例简介模板 

案例名称  

来源学校  责任部门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邮件  电话  

负责人姓名 姓名 年龄 职务 职称 职     责 

主管校领导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案例简介 

（简述案例的主要建设成果、应用效果与创新点，限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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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案例参考模板 

 可适当调整，但需要包括相关内容，建议总字数控制在 10000-30000 字。 

案例题目 

1 建设背景 

2 建设目标 

2.1 需求分析 

2.2 建设目标 

2.3 建设思路 

3 建设成果 

3.1 建设过程 

包括系统建设、资源建设、应用推广的过程情况，以及建设过程各部门相关人员的配合

情况。 

3.2 建设成果 

包括系统建设、资源建设、业务应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成果。 

4 应用效果 

4.1 运行数据 

系统和业务等方面的实际运行数据。 

4.2 绩效分析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学校管理或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绩效情

况。 

5 经验总结 

5.1 创新性 

诸如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管理服务模式创新、建设运行模式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分析总结。 

5.2 经验总结 

在建设、管理、应用推广、体制机制等方面形成的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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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案例参考选题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可以在如下方面（不限于）进行选题，可以是一个方面某

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点，也可以是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综合。 

1.  建立人才培养与教学促进信息化平台，创新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 

1） 搭建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要、提供全方位学习支持和服务、内容丰富、科学合

理、特色鲜明的网络教学平台； 

2）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多样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基于网络平台促进各类教育

资源整合共享； 

3） 大力推广混合式教学模式和探究式学习，鼓励教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辅助

教学，指导学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支持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的

深度融合与创新，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4） 试点数字化专业、课程，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探索信息时代高等教

育新模式； 

5）探索数字化教学的支持、使用、评价等服务体系。 

2.  建立科研协作与知识管理信息化平台，创新科研协作与学术研究模式，提升高校科

学研究水平 

1） 以学科为核心，以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整合高校各类知识资源，建立

高等学校机构知识库，构建一体化知识资源服务体系，提升高校科技知识资源

共享水平； 

2） 积极推动基于网络的科研交流与协作模式的建立，推动基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

高校科研手段和方法创新，建立科研数据与成果的网络共享机制，不断提高科

研人员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科研领域的能力以及利用科研信息化开展科学研究

的能力； 

3）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基地等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信息化

建设、管理与应用，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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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电子校务与决策支持信息化平台，创新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提高高校管理决策

水平 

1） 建立关联整合的电子校务平台，覆盖学校各项管理业务，充分利用信息资源管

理加强高校内部治理，实现流程优化与再造，提高高校管理效率，支撑高校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2） 建立学校主数据库，整合学校各类数据资源，大力推动“教育管理信息（系列）

标准”在电子校务系统中的应用，构建良好的数据环境，支持校级统一信息系

统建设； 

3） 建立决策支持平台，为高校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提高高校科学

决策水平； 

4） 建立基于统一信息门户的综合信息服务，为师生提供便捷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不断提升信息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 

4.  建立校园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思政教育与文化传承模式，增强高校服务师生和

社会的能力 

1） 利用社交网络技术建立有吸引力的校园网上虚拟社区，创新学生思政教育模

式，繁荣健康向上的大学网络文化，强化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促

进文化传承创新；  

2） 构建学生就业信息化支撑和服务平台，建立科学的毕业生统计监测与评价反馈

机制，促进学校专业和课程的设置调整，更好地满足和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3） 搭建支持教师沟通、交流、帮扶和发展的网络平台，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与协作，

推动教师业务素质提高与全面发展； 

4） 建立智慧型校园生活服务信息化平台，实现对建筑大楼节能、实验室安全监测、

校园环境监控、车辆交通管理的信息化支撑，为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生活服

务； 

5） 建立国际化、多语种网站群，提升高校面向社会的文化宣传与辐射能力，传播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

促进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