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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协会的超级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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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

       协会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倡导成立，自2007年成立了内蒙古高校信息化协会。协会成立
以来，认真研究内蒙古高校信息化的建设规律，重视加强高校间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了
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以学术会议为主线，促进高校间合作与交流，凝聚力量。协会每年组织若干次
规模较大的学术年会。会议的质量、影响力不断增加。
       第二，积极参与自治区的信息化建设，拓宽社会服务领域，扩大社会影响。自治区教
育主管部门、会员单位、教育信息化领域，都把协会当中最权威的一个组织，具有极高的
威信和凝聚力。
        第三，协会组织高校积极参加上级分会的活动，并在分会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有力地
推动了自治区高校和全国高校的交流和互动。
        第四，协会推动了内蒙古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内蒙古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络建设主要的推动力量，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解决了许多实际问
题，取得了学校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在内蒙古教育城域网的建设和发展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协会组织了智慧校园宣讲团，组合不同的主题，到高校讲解智慧校园的成果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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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会工作展示

 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学校园网建设工程。
 2000年11月，呼和浩特市建设了全国第一个教育城域网。

 2016年内蒙古高校发展大数据联盟成立。
 2017年内蒙古高校网络安全联盟成立。
 2018年内蒙古高校云启动。
 培训工作贯穿始终
 一批校长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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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期已经启动的工作。

一是建设内蒙古高校的云平台，逐步实现资源共享；

二是建设内蒙古高校的IPv6专网，用一个裸网联通高校；



02 内蒙古高校信息化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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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口带宽：10-20G

0２ 无线网覆盖范围：90%

0３ 接入IPv6：本科院校大部分接入

06
近三年16、17、18年信息化
的经费投入：2000-4000万

07软硬件投入的比例：1：5

08
近两年网络安全的投入：

300-500万

高校
现状

04 网络中心专职人员的数量：平均10人

05
智慧校园的核心应用：
网上服务大厅、
微信校园

09
信息化跟学校教育教学融合方面：

多媒体教学环境，教务管理，一卡通

10
专题研究信息化工作会议次数：

3个学校



03 高校信息化的当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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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期从事高校信息化工作者的反思和忧虑 

     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
     为什么高校的信息化正在成为国家信息化的最后一个堡垒？
     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一点新技术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而我们为学校开发出的众多应用软件，
推广起来非常困难，许多软件直到淘汰也用不好。广大师生参与度不高。
     为什么我们用成百上千万经费建设的多媒体系统比不过简单的网络直播？
     为什么我们想把学生从虚拟空间来回到课堂就那么费劲？74.1％的网民使用短视频应用。
     为什么那么多人无视网络安全？为什么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和产出无法成正比？
     这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协会这些年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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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信息化要对教育教学产生深刻的革命性影响”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年》重要观点。

       什么是革命性的影响？怎么才能实现革命性的影响？革命性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革命性影响有什么革命性的体现？
      
        感觉离革命性的目标越来越远------   
       
        辛亥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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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问题” 

       几乎所有关于教育信息化的规划、报告、方案、讲话，都在讲：深度融合的问
题。
        什么叫深度融合？怎样做才叫深度融合？深度融合后将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学
校信息化的目标是不是深度融合？深度融合能不能真正体现信息化的价值？现行的
体系和流程能否实现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既不能永远在路上，又不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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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校信息化领导乏力

       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校园网、数字校园、智慧校园。
       高校信息化的领导也基本上经历了三代，创业者、应用者、概念者。
       
       高校的信息化始终处于自娱自乐的阶段，同学校其他业务部门比，高校信息化缺乏统一的指导，
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找不到对口的主管部门，因为，教育行政机构只管基础教育的信息化。目前
为止，自治区没有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开过会，没有一个关于高校信息化的规划和文件。

       许多学校都有各种跟网络信息有关的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领导小组很少开会解决问题。



04 高校信息化的未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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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合之路的深度思考

       再思考“融合”，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越来越成了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
“融合”能否实现教育的革命性变化？能否实现教育信息化的使命？教育要回归本质，教
育信息化也要回归本质！
       教育信息化的历史使命：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影响”、“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
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的发展战略和方向。

      “整合”“融合”之路既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又模糊了教育信息化的历史使命，最
终不过走的是一条技术路线：人们只看到是技术在变，而教学方式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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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高校信息化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建设

        要把高校信息化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来建设。而不是靠情怀，我们经常是靠信息化队伍的情怀、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来工作，建
设。如果是10年前，信息化是技术手段，今天，高校信息化跨越了校园网建设，数字校园
建设，智慧校园建设三个阶段。 光靠技术已经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要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
来对待。
       智慧校园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何健康发展，深入发挥作用，深度融合，而不是不
停得换系统，不停得打标签。系统越做越复杂，数据越治理越不好用，越发展越无法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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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谈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科学的体现，就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要求。“十三五”规划不能当作顶层
设计，顶层设计应该认真落实。

      比如 智慧校园怎么建才能适应学校业务、服务和技术的迭代。宓老师总结的“大平台，
轻应用，微服务”就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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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谈信息化的领导力

       信息化的领导力。信息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些地方？信息化的领导力在谁手里？校领
导、技术部门还是业务部门？哪个阶段最需要领导力？是基础建设阶段还是深度应用方面？
显然，深度融合是必须要领导力的。
       信息化发展要求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高校信息化的领导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最普遍的就是领导小组，网络安全领导
小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等等，但是，有多少领导小组能发挥作用？有作用？具有领导
能力呢？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大部分的领导小组其实连会都没有开过。基本上就是摆设。



高校信息化的未来突破 12

5）要树立科学认识与认知态度

        言必谈“大数据”。 厉害了我的智慧校园，厉害了我的大数据。
       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建设智慧校园，大数据跟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有多少有价值应用？当前的基础设施是否已经能够支撑大数据？学校有多少决策是依据智
慧校园中的大数据？ 
       许多机构没有把大数据作为一个科学的事情。科学太少，浮躁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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