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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以“市民宜居体验”和“城市创新活力”为双核心，

以智慧出行、智慧居家、智慧学习、智慧经济、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为基本特征。

宜居与创新既是助力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促进城市良性动态运行的核心目标，

还是解决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困境的有效途径。

发展“智慧学习”，对城市创新活力起到文化引领的作用，对市民宜居体验起到科技支撑的作用。

“宜居与创新”智慧城市双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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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学习的社会认知（理解）包括显性和隐性

两种类型，学校教育是显性的，社会上提供的教

育是隐性的，而家庭教育是中性的。

在学校教育中，人们普遍认为“好学校”是首选，

其次是“好班级”与“好成绩”。在社会教育中，

社区学习、企业学习与公共场所中的学习也是人

们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隐性的，因此通常

被忽视。家庭是人们最关键的学习场所之一，有

的家庭非常重视家庭学习，但有的非常不重视，

因而家庭学习属于中性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家

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学习的社会认知显示度

智慧学习环境 DEEE@4A

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人们能够在任意时间（Any Time）、任意地点（Any 

Place），以任意方式（Any Way）和任意步调（Any Pace）（简

称 4A）进行学习，这类学习环境能够支持学习者轻松地（Easy 

Learning）、投入地（Engaged Learning）和有效地（Effective 

Learning）（简称 3E）学习。

智慧学习作为一类学习

系统，是通过物联网技

术、大数据系统和人工

智能技术等现代高科技

来全面感知学习情境、

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

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

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

学习过程和测评学习结

果，有效支持人们的终

身学习、职业发展和自

我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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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系统三境界图谱

智慧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学习环境的感知性、学习

内容的适配性、教育者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受

教育群体之间的教育公平性、教育系统要素的有

机整合及其和谐关系。具体而言，

首先，学习环境的感知性和学习内容的适配性属

于智慧学习环境的范畴，而智慧学习环境的主要

功能是传递教育系统的“智慧”；

其次，在新型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差异和多样性

特征得到尊重，从而促进学生轻松、投入和有效

地学习，其核心是启迪学生的“智慧”；

最后，应用大数据来分析和动态模拟学校布局、

教育财政、就业渠道、招生选拔等教育子系统及

其关系的演变过程，为国家教育制度、学校管理

制度及教学制度提供改革方案和决策依据，全面

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同时促进和管理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的教育公平，其根本目的是

形成现代教育制度，以孕育人类“智慧”。

——黄荣怀 . (2014). 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从环境、模式

到体制 .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 (06),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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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智慧学习系统以学习者为核心，从内

到外包含学习者体验、数字学习支持技术、学习

情境要素、教与学逻辑关系四个层次。教与学的

逻辑应遵循学习资源匹配、教学逻辑自洽、学习

体验丰富、学习反馈及时四个基本原则。

数字学习支持技术包含四种类型：1) 面向学习

时空的环境感知、情境感知和学习适应技术；

2) 面向教学活动的教学评价与学习支持技术；

3) 面向学习活动的动态跟踪与学习分析技术；4)

面向学习内容的知识组织与重构技术。

智慧学习框架

学习者

北
师
大
智
慧
学
习
研
究
院



- 7 -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摘要版）
White Paper: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China 2015 (Executive Summary)

         传统课堂学习        数字化学习        智慧学习

 学习结果及形式
面向知识精加工，
统一形式

面向知识联通，多种形式 面向知识联通，自我适配

 学习任务 同质的 多样性的 个性化、差异化的

 学习方法 以听讲为主 混合学习（听讲+在线学习） 无缝学习

 教学策略
讲授为主，兼顾提问和讨
论等

多种策略并用 个性化学习指导为主

 学习支持 面对面答疑和辅导 在线交流与支持 多渠道交流与智能系统支持

 学习评价 统一测验和考试 随时在线测试 适应性测试

 学习社群及参与
 方式

小组和班级，学校安排
面向主题的虚拟社群，申请
加入

面向主题的虚拟社群，自动
匹配和推荐

 学习空间 固定物理空间 物理和虚拟空间 智能化学习空间

 学习步调及时序 相对统一 相对灵活 任意步调

 学习目标 相对统一 多样性目标 个性化发展目标

 学习资源及来源
纸质教材和辅导材料，教
师安排

电子教材和网络资源，教师
推荐

多种数字化资源，自我选择
和智能推送

 学习媒体 单一纸质媒体 纸质媒体 +网络媒体 跨终端，富媒体

传统课堂学习、数字化学习和智慧学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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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
与智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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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网络校校通建设任务

为每一所学校提供宽带网络接入条件和软硬件设施，形成基本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具体包括：

   为每所学校提供必要的宽带网络接入条件；

   为每间教室配备必要的设备、软件和资源；

   使每位教师具备信息化环境下的基本教学能力。

数字校园建设现状

- 基础教育每百名教师拥有计算机数

- 基础教育学校互联网接入带宽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 37% 以上的中小学学校

网络接入总带宽在 10Mbps 以上，互联网接入

带宽在 4Mbps 及以下的学校有 31.12%，达到

100Mbps 以上的学校有 6.32%。

数据来源：2014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山东、北京和上海每百名教师拥有计算机数

在 100 台以上，即教师计算机配备达到甚

至超过 1:1。新疆、黑龙江、广西、甘肃等

地每百名教师计算机配备情况还较为薄弱。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基础教育学校互联网接入带宽

各地基础教育每百名教师拥有的计算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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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数

- 各级各类学校校园无线网络覆盖情况

在参与调查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高等教育院校有 20% 左右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职业教育院校中还没有院校实现无线网全覆盖；基础教育学校有约 9% 实现了

校内网络全覆盖。

数据来源：2014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各级各类学校校园无线网络覆盖情况

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浙江、山东、

宁夏等地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数较

多，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机比要求。青

海、广西、江西、河南等地每百名学生拥

有的计算机数与国家要求相差还比较大。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各地基础教育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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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学校、职业教育院校

和高等教育院校网络出口类型

都以电信网为主；除此之外，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院校网络

出口类型还有 CERNET，而基

础教育学校没有 CERNET。

数据来源：2014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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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校园

数字校园是为了有效支持学生学习，创新和

转变教学方式，以面向服务为基本理念，而

构建的数字化资源丰富的、多种应用系统集

成的、相关业务高度整合的校园信息化环境；

其宗旨是拓展学校的校园时空维度，丰富校

园文化，并优化教学、教研、管理和服务等

过程。

从建设进程上来看，数字校园建设分四步推

进。当前，就我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的程度来看，

大部分数字校园建设停留在第三阶段初期，

有些地区和学校的数字校园建设出现了从第

三阶段向第四阶段发展的趋势。第四代数字

校园可以被认为是“智慧校园”。智慧校园

是数字校园发展建设的必然趋势。

数字校园发展阶段

49.19%

42.19%

29.24%

14.57%

18.71%

14.70%

11.06%

13.68%

19.23%

13.73%

12.78%

10.99%

11.10%

24.88%

2.88%

8.5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基础教育学校

职业教育院校

高等教育院校

电信网 移动网 联通网 区域教育城域网 CERNET 教育卫星 其它 没有接入

各级各类学校网络出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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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作为一种典型的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以面向师生个性化服

务为理念，能全面感知物理环境，识别学习者个体特征和学习情景，

提供无缝互通的网络通信，有效支持教学过程分析、评价和智能决策

的开放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

- 智慧校园的特征

- 五大智能技术助力数字校园建设

当前的数字校园建设是未来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智慧校园建设主要涉及以下五大智能技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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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环境
与智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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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资源班班通建设任务

教室建设现状

  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课堂教学，促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各地小学网络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各地高中网络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各地初中网络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不同区域中小学网络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城区 镇区 乡村

 小学 70.85% 44.14% 18.75%

 初中 71.88% 53.56% 39.68%

 高中 73.07% 57.26% 53.32%

-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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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机房

- 交互白板教室

多媒体教室中已安装交互白板的教室约占 1/3。

江苏、陕西、宁夏的小学每万名学生计算机机房占有面积较大，为

1900m2~2100m2，其余各地均低于 1900m2；新疆、上海、江苏的初中

每万名学生计算机机房占有面积较大，为 3000m2~4300m2，其余各地均

低于 3000m2；江苏、上海、北京的高中每万名学生计算机机房占有面积

较大，为 5500m2~7500m2，其余各地均低于 5500m2。

各地小学每万名学生拥有的用于教学的平板电脑数量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各地初中每万名学生拥有的用于教学的平板电脑数量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 平板电脑教室

各地高中每万名学生拥有的用于教学的平板电脑数量
数据来源：2014 年教育部规划司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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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SMART”概念模型

 本项目组专项调查
“教室环境下学生的学习体验调查”

- 学生学习体验存在教室环境类型及学段差异

不同类型教室环境下学生的总体学习体验情况 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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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学习交互平均值

学习活动平均值

内容呈现平均值空间环境平均值

资源获取平均值

小学 初中 高中

3.51 3.53 3.64 3.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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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室 交互白板教室 平板电脑教室 计算机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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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多媒体教室的设备配置清单

设备  传统多媒体教室 新一代多媒体教室

投影仪＋幕布 √ √

教师用计算机 √ √

多媒体操控台 √ √

高速无线网络 √

全方位跟踪高清摄像头 〇

多显示屏 √

云服务平台 √

智能传感器 〇

开源教学平台 √

便于移动和拼接组合的座椅 √

互动反馈器 〇

教师用平板电脑 √

虚拟仿真设备 〇

注：√ 代表必备设备，〇 代表可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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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学
与智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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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摩托罗拉将企业大学的概念首次

引入中国。截至 2012 年底，中国企业大

学的数量达到了 1186 家。之后，每年以

800 余所的数量在增长，按此趋势发展，到

2014 年超过 2500 所。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企业大学的课程体系是由企业不同岗位独特的知识和整个企业公共知识共同组成的。

企业大学课程大致可分为通用类、专业 / 技术类、管理类三个类别。

企业知识与企业大学课程体系的对应关系

2008 年 -2014 年企业大学成立数量走势图

企业大学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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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学习服务组织演进 - 行政部

-人事部

-没有专职培训的岗

位，没有明确培训

计划，属于应急式

培训。

-逐渐向人力资源部

转型。

-设立专职的培训

岗位，开始规划年

度培训计划。根据

组织发展和岗位需

求选择课程并着手

建立培训体系。

-成立培训部，但

归属人力资源部。

-已建立相对完善的

培训体系，开始重

视员工的职业生涯

规划，定制企业内

部培训课程，建立

师资体系。

-独立于人力资源部

之外的培训机构，

已具备企业大学的

雏型。

-硬件上，有独

立的培训基地,

先进的教学设

施。

-软件上，有健

全的培训体系

和完善的管理

制度等。

服务对象拓展

到供应商、客

户、合作伙伴

等，能够支持

供应链整合和

业务发展。

-具有优势的培训资

源和品牌影响力。

-服务对象拓展到社

会，能够提升企业

形象和盈利。

-人力资源部

-培训部

-培训中心

-学习发展中心

-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内向型企业大学 服务于供应链的

外向型企业大学

服务于社会的外

向型企业大学

服务对象 企业内部中基层员工 企业内部中高层员工
企业内部员
工

整个供应链 整个社会

对应特点

创业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持续发展

某银行企业大学学习平台建设工作，始于 2001 年，是国内引入远程培训的先行者之一。

该企业大学经历了初建期、发展期、深化期三个阶段。

企业大学是企业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后成立的，为企业提供学习服务的组织，它体现

了管辖职能部门的逐步升级以及服务对象的扩散与延伸。

数据来源：《企业大学实施工具集》，荆涛，2009 年

某银行企业大学学习平台建设历程

企业学习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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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学智慧学习就是学习型组织进化的一种形

式。它意味着企业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能

够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可以形成

学习共享与互动的组织氛围。企业大学智慧学习

因其智能性、适应性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企业大学智慧学习特征说明表

  企业大学      智慧学习特征维度 未来企业大学中的学习应达到的状况

技

术

支

撑

跟踪与分析技术
利用学习行为跟踪技术，可以获取员工的学习行为数据，比如学
习系统登陆次数、在线时长、公开评论等，从而了解员工的学习
状态，给予恰当并及时地帮助。

评价与支持技术
教学支持方面，使用数字化教材，凭借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活
动管理系统对纸质教材起到补充作用。

感知与适应技术
基于互动的全新信息化建设理念，融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
子白板显示器等整套教学终端设备，整合优秀且丰富的教学资源，
形成人机交互、即时互动的网络学习环境。

组织与重构技术
通过利用高科技来丰富学习手段，如运用光盘进行人机对话、自
我辅导培训、利用终端技术、互联网进行大规模远程培训等等，
使培训和教育方式产生质的变化。

学

习

系

统

员工学习内容

未来碎片化学习形式将成为主流学习形式。企业大学学习做到篇
幅短、内容聚焦，满足未来企业员工即需、即查、即学、即用的
特点。学习的内容范围可以扩大到案例、经验分享，以及一些标
准作业规范等。

员工学习活动
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融合面对面教学与网上教学的双重学习资源，
既支持集体学习，也支持个性化学习。

企业学习时空
企业员工学习可以通过虚拟教室、即时聊天、微型世界等技术，
将企业学习活动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去，不再限制于企业环境当中。

培训教学活动

培训教学活动通过利用多种方式，比如小组讨论、在线聊天室问
答来解决培训过程中的枯燥和不安情绪。课堂面授也可以利用智
能教学环境，及时把握员工需求，以便于培训讲师临场灵活调整
自己的授课内容。

企业大学中的智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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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的
产业成长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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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覆盖终身学习全领域。产业涉及学前教育、中

小学教育、高校、职业院校、企业、政府、个人能

力提升等，政府在线教育与企业在线教育受到关注。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增速明显，每年以 30% 以上的

比例增长。

数据来源：2013-2018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状况调研与投资前景预
测报告，2013

2013—2015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及同比增速

学习产业演进现状

产业发展现状

应用效果是整个智慧学习产业的短板。一方面在线学习产业依然受困于缺乏互动性、学习动力和积

极性等因素；另一方面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应用层面有待深入普及。

本图数据来源：本项目组专项调研

教学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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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格局

产业成长分析

跨界企业的行动促动资源自然流向学习产业的

价值洼地。形成平台型跨界、中心型跨界、增

值型跨界、整合型跨界四种类型。

数据来源：任涛 .(2014). 今年教育行业流行“跨界”. 云
教育评论 .

在线教育产业主要的跨界类型

在传统收费模式基础上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国

内在线学习产业的盈利主要依靠内容收费、服

务收费、软件收费、平台佣金和广告五大收费

模式。

数据来源：产业信息网，《2012-2016 年中国网络教育市
场调查及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2 年

在线学习产业的盈利模式类型

首批“双创”示范城市

教育与学习产业作为高端智慧型

产业，成为创业者的主要方向之

一，带来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

促动经济升级换代；二是推动学

习与创新市场的壮大。

数据来源：《2015 年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示范》，入围首批“双创示范”
名单的前 15 的城市，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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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成为新一轮城市

“ 双 创” 活 力 主 力 军。

21-30 岁人群呈现更大的

创业潜力，学生族创业潜

力排名第三，生活意愿更

高。

数据来源：企鹅智酷，《中国细
分人群创业潜力调查》，2015

中国人群的创业潜在可能性

以“政府—学校—家庭”为主体，政府主导的传统教育产业链亟待嵌入新元素、新理念、新市场，

教育产业链的B2B2C闭环生态快速形成，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行业领域的开放和产业化趋势；二

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终身学习需求，丰富城市产业内涵。

产业资本 产业上游 产业中游 产业下游

资
本
治
理

盘
融
投
管
退

……

资源整
合创造

场地设备

物品材料

参与者

体制内资源

产品、端

……

资源集
聚利用

学校中心

辅导机构

在线平台

会展采购

……

机构

政府机构

传统教育

互联网企业

垂直平台

研究协会

……

资
本
合
作

PPP

政府 + 学校

学校 + 社会

社会 + 社会

……

配套服
务创新

技术平台

内容渠道

信息咨询

附加价值

……

上下游
对接

调查规划

咨询评测

电商企业

附加价值

……

个人

学生家长

工作者

专家学者

老人儿童

……

教育行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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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的
中国实践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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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的环境演变与发展

互联网学习有助于帮助学习者将零碎的知识

点转变为技能。应特别关注两类人群：一类

是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特殊群体；二类是

两化融合进程中的转移人群。

数据来源：百度文库、教育部《2014 年中国互联网学
习白皮书》；CNNIC《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

隐性教育逐渐显性化。智慧学习使隐性的几类学习人群逐渐显性化，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是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特殊教育。

截止 2014 年 12 月普通互联网网民与互联网学习者数量对比

三类隐性教育的主体逐渐显性化

互联网学习者, 
3.90亿

普通互联网

网民, 2.5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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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阅读是人类知识

传承必须依赖的方

式。随着电子阅读的

日益普及，碎片化阅

读 与 严 肃 的 纸 质 阅

读，在未来很长时间

内将并行不悖。

数据来源：聚焦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专题

2010—2014 年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未成年人群的图书阅

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从历年数据来

看，14-17 岁 阅 读

量最大，0-8 岁儿童

每年阅读量稳定在 5

本左右。

数据来源：聚焦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专题

   2010—2014 年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阅读量对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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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持续加大催生智慧学习的发展。

我国教育投入占比 4% 是经过很多年达到

的，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各城市之间

的教育薄弱环节还很多，教育投入比重需

进一步加大。

数据来源：2013 和 2014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来自中
国《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00 至

2012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和 2000 至 2014 年国内生产
总值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2000—2014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情况

“互联网 +”催生新模式、新机遇。推动

创新成果深度融合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截止目前，共约有 31 个省市提到了与教

育有关联的理念、举措。

数据来源：本项目专项调查

“互联网 + 行动计划”布局智慧学习

信息革命对智慧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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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区、县、镇）分布

注：统计时新疆包含新疆建设兵团
数据来源：住建部发布的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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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城市 省区 城市 省区 城市 省区 城市 省区 城市
安徽 芜湖市 山西 吕梁市离石区 江苏 东台市 河南 鹤壁市 四川 遂宁市
安徽 铜陵市 内蒙古 乌海市 江苏 常熟市 河南 漯河市 四川 崇州市
安徽 蚌埠市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江苏 淮安市洪泽县 河南 济源市 四川 汶川县
安徽 淮南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江苏 扬州 河南 新郑市 四川 宜宾市兴文县
安徽 阜阳市 内蒙古 包头市石拐区 江苏 南京市 河南 洛阳新区 四川 广安市
安徽 黄山市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江苏 盐城市 河南 许昌市 四川 泸州市
安徽 淮北市 辽宁 沈阳市浑南新区 江苏 张家港市 河南 舞钢市 四川 乐山市（含峨眉山市）

安徽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辽宁 大连生态科技新城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 河南 灵宝市 四川 成都
安徽 宁国港口生态工业园区 辽宁 营口市 浙江 温州市 河南 开封市 四川 成都市温江区
安徽 六安市霍山县 辽宁 庄河市 浙江 金华市 河南 南阳市 四川 南充市
安徽 宿州市 辽宁 大连普湾新区 浙江 诸暨市 湖北 武汉市 四川 乐山市
安徽 亳州市 辽宁 沈河区 浙江 杭州市上城区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 贵州 铜仁市
安徽 六安市金寨县 辽宁 铁西区 浙江 宁波市镇海区 湖北 黄冈市 贵州 六盘水市
安徽 滁州市（含定远县） 辽宁 沈北新区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 湖北 咸宁市 贵州 贵阳乌当区
安徽 合肥 辽宁 浑南新区 浙江 杭州市萧山区 湖北 宜昌市 贵州 贵阳市
安徽 马鞍山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 浙江 宁波海曙区 湖北 襄阳市 贵州 遵义市
江西 萍乡市 辽宁 新民市 浙江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湖北 武汉市蔡甸区 贵州 毕节市
江西 南昌红谷滩新区 辽宁 大连市 浙江 宁波鄞州区咸祥镇 湖北 荆州市（含洪湖市） 贵州 凯里市
江西 新余市 辽宁 沈阳市 浙江 宁波市宁海县 湖北 仙桃市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
江西 樟树市 吉林 辽源市 浙江 临安市昌化镇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
江西 共青城市 吉林 磐石市 浙江 温岭市 湖南 株洲市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
江西 上饶市婺源县 吉林 四平市 浙江 富阳市常安镇 湖南 韶山市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
江西 鹰潭市 吉林 榆树市 浙江 宁波大榭开发区 湖南 株洲市云龙示范区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
江西 吉安市 吉林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浙江 宁波市 湖南 浏阳市柏加镇 云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

江西 抚州市南丰县 吉林 白山市抚松县 浙江 杭州市 湖南 长沙市梅溪湖国际服务区 云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

江西 南昌市东湖区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 浙江 嘉兴市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 云南 大理市
江西 南昌市高新区 吉林 通化市 福建 南平市 湖南 长沙市长沙县 云南 文山市
江西 南昌市 吉林 白山市江源区 福建 平潭市 湖南 郴州市永兴县 云南 玉溪市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 吉林 临江市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 湖南 郴州市嘉禾县 新疆 库尔勒市
北京 东城区 吉林 吉林市高新区 福建 莆田市 湖南 常德市桃园县 新疆 奎屯市
北京 朝阳区 吉林 长春 福建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 湖南 漳江镇 新疆 乌鲁木齐市
北京 未来科技城 吉林 吉林市 福建 长乐市 湖南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新疆 克拉玛依市
北京 丽泽商务区 吉林 延边州 福建 泉州市（含德化县、安溪

县蓬莱镇） 湖南 洋湖生态新城 新疆 伊宁市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 吉林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福建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 湖南 滨江商务新城 新疆 昌吉市
北京 房山区长阳镇 黑龙江 肇东市 福建 厦门市 湖南 永州市祁阳县 新疆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
北京 门头沟区 黑龙江 肇源县 福建 福州市 湖南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疆 石河子市
北京 大兴区庞各庄镇 黑龙江 桦南县 福建 石狮市 湖南 常德市（含津市市、澧县、汉寿县） 新疆 五家渠市
北京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山东 东营市 湖南 沅江市 宁夏 吴忠市
北京 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 黑龙江 牡丹江市 山东 威海市 湖南 郴州市安仁县 宁夏 银川市
北京 西城区牛街街道 黑龙江 安达市 山东 德州市 湖南 郴州市宜章县 宁夏 石嘴山市
北京 北京市 黑龙江 佳木斯市 山东 新泰市 湖南 衡阳市 宁夏 银川市永宁县
天津 津南新区 黑龙江 尚志市 山东 寿光市 湖南 郴州市 宁夏 中卫市
天津 生态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 山东 昌邑市 广东 珠海市 陕西 咸阳市
天津 武清区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山东 肥城市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 陕西 杨凌示范区
天津 河西区 黑龙江 大庆市 山东 济南西区 广东 广州萝岗区 陕西 宝鸡市
天津 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京津合作示范区 上海市 上海市 山东 烟台市 广东 深圳市坪山新区 陕西 渭南市
天津 静海县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 山东 曲阜市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 陕西 延安市
天津 天津市 上海市 长宁区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 广东 佛山市乐从镇 陕西 汉中市
河北 石家庄市 上海市 杨浦区 山东 青岛市崂山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 陕西 西安市
河北 秦皇岛市 江苏 无锡市 山东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东 东莞市东城区 西藏 拉萨市
河北 廊坊市 江苏 常州市 山东 青岛中德生态园 广东 中山翠亨新区 西藏 林芝地区
河北 邯郸市 江苏 镇江市 山东 潍坊市昌乐县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 甘肃 兰州市
河北 迁安市 江苏 泰州市 山东 平度市明村镇 广东 河源市江东新区 甘肃 金昌市
河北 北戴河新区 江苏 南京河西新城 山东 莱芜市 广东 深圳市 甘肃 白银市
河北 唐山曹妃甸区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 山东 章丘市 广东 汕头市 甘肃 陇南市
河北 唐山滦南县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 山东 诸城市 广东 惠州市 甘肃 敦煌市
河北 保定博野县 江苏 昆山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 海南 万宁市 甘肃 张掖市
河北 唐山市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 山东 日照市莒县 海南 海口市 甘肃 天水市
河北 秦皇岛市 江苏 南通市 山东 潍坊市临朐县 重庆 重庆市南岸区 甘肃 嘉峪关市
河北 邯郸市永年县 江苏 丹阳市 山东 济宁市嘉祥县 重庆 重庆市两江新区 广西 南宁市
山西 太原市 江苏 苏州吴中太湖新城 山东 青岛西海岸新区 重庆 永川区 广西 柳州市
山西 长治市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城 山东 莱西市 重庆 江北区 广西 桂林市
山西 朔州市平鲁区 江苏 昆山市 山东 青岛 重庆 渝中区 广西 贵港市
山西 阳泉市 江苏 徐州市丰县 山东 济南 重庆 重庆市 广西 钦州市
山西 大同市城区 江苏 连云港市东海县 山东 淄博市 四川 雅安市 广西 玉林市
山西 晋城市 江苏 常州市新北区 山东 济宁市 四川 成都市温江区 青海 格尔木市
山西 朔州市怀仁县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 山东 潍坊市 四川 郫县 青海 海南州贵德县
山西 大同市 江苏 麒麟科技创新园 河南 郑州市 四川 绵阳市 青海 海南州共和县
山西 忻州市 江苏 徐州市（含新沂市）

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已的公布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截至2015年5月20日）

（注：本表对各部委公布的名单做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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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学习将以智慧学习环境为基本依托。智慧学习环境能够适应人们“任意时间、任意地点、

任意方式、任意步调”学习的诉求，以支持学习者轻松、投入、有效地学习。

智慧学习环境是城市“市民宜居体验”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市民宜居体验”与“城市创新活力”

并称为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双引擎”。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上教育供给的持续增加，家庭学习、社区学习、企业学习的价值

日益凸显，并与学校中的学习一起成为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校园作为数字校园的高端形态，将在校园中为学生提供“数字原住民”应有的智慧学习环境。

智慧校园建设应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学校信息化与城市信息化的鸿沟。

国家系列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的持续推进，已经为大部分学生提供了支持数字化学习的技术环境。

“云＋端”将成为智慧校园的主流形态，而支持服务能力与信息安全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要突

破的瓶颈。

为迎合“数字原住民”对新型学习方式的天然诉求，学校正积极优化教室环境，丰富数字资源供给，

增强学生“智慧”学习体验。新型学习空间将拓展教室的物理空间，打破课堂边界。学生差异性

管理与学习活动设计将成为未来课堂教学关注的重点。

交互式电子白板、平板电脑等正逐渐进入课堂。局部调查表明，多媒体教室与“交互白板”教室

相对“平板电脑”教室和计算机教室，其学生的“智慧”学习体验要弱一些。教室环境的设计与

优化将成为教育装备、信息化和教研等部门共同研究的重要领域。

将智慧学习嵌入企业大学或企业人力资源保障系统，是建设现代企业和提升城市创新活力的基础，

将有力促进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移动互联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和“互联网 +”战略等正催生“智慧学习”产业，可为学校学习、

家庭学习、社区学习、企业学习等提供产品、技术和服务。

“智慧学习”应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市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也是城市系

统“自我进化”的关键特征。发展“智慧学习”既能增强市民宜居体验，也能增强城市创新活力，

是一个城市的“智慧”品质。

文档引用信息：黄荣怀 , 刘德建 , 樊磊 , 庄榕霞 , 方海光 , 程薇，刘晓琳，王晓晨 , 杜静，曹原，李佳明，杨冰之，郑爱军，孙泽红 , 焦
艳丽等 . (2015).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

To cite this document: Ronghuai HUANG, Dejian LIU, Lei FAN, Rongxia ZHUANG, Haiguang FANG, Wei CHENG, Xiaolin LIU,
Xiaochen WANG, Jing DU, Yuan CAO, Jiaming LI, Bingzhi YANG, Aijun ZHENG, Zehong SUN, Yanli JIA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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