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通两平台 

2012 年 9 月 5 日刘延东副总理（时任国务委员），在全国教育

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好“三通

两平台”为抓手，也就是“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

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 

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实

现教育现代化、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育质量，迫切需要大力推进

教育信息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推进“三通两平台”建

设，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力争实现四

个新突破，即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新突破、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新突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突破、教育信息

化科学发展机制的新突破。 

网络校校通 

“宽带网络校校通”的实质内容有两个，一是基本解决各级各类学

校的宽带接入条件，二是基本完成各级各类学校网络条件下的基本

教学环境建设。所以“宽带网络校校通”从建设角度讲是要完成两项

任务，为学校提供宽带接入条件和在学校内部建成网络条件下的基

本教学环境。什么是网络条件下的基本教学环境？一是为学校建设



能上网的多媒体教室，二是为教师提供一套基本的软件工具和教学

资源，三是一定比例的教师配有计算机并且经过培训能利用网络教

学资源备课授课。 

　　宽带网络接入条件的建设方式是“政府投资建设，企业运营维

护，学校持续使用”。很多省（区、市）已经这样做了。政府的教育

主管部门提出整体规划、整体要求和政策指导，并和电信运营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电信运营企业为学校建设并提供优惠的宽带

网络接入服务，学校按协议付费使用。校内的网络条件下的基本教

学环境建设，应该由政府资助学校完成，中央财政重点支持贫困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支持的手段是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改造计划”里增加内容和投资。“宽带网络校校通”的建设目标是到

2015 年基本覆盖乡镇及乡镇以上的所有校舍条件允许的中小学校。 

资源班班通 

“优质资源班班通”的根本目的是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和教研活动

中的普遍应用。不能把它理解成为每个班级安装多媒体设备。所谓

“优质资源班班通”，就是要使基本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的学校的大

部分班级的课堂教学能够使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能够通过优质数

字教育资源和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要

通过不同的应用模式，把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教研活动以及跨校

教学中的应用变成一种常规行为。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还

应重点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的建设。“专递



课堂”是指利用网上同步上课的方式，使边远地区上不起课、上不好

课的农村学校与拥有相对丰富教育资源的城市中心学校同上一堂

课，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名师课堂”是指组织特

级教师、教学名师开设网络课堂，形成更多更好的优质网络教育资

源，探索网上教研活动的组织形态，使名师资源得到更大范围的共

享。“名校网络课堂”是指利用网络课堂的形式，使名校丰富的教育

资源更多更广地扩散，让更多的学生受益。“优质资源班班通”最核

心的工作，就是要使每一个基本具备网络条件的学校和教师自觉地

运用信息技术，要使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成为教

学、教研活动的常态。 

网络学习空间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要引起各地足够的重视。不能把“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简单理解成在资源网站开通实名注册的个人空间。“网

络学习空间”首先应该是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以

教师、学生、家长为服务对象的一个网络化的社交平台，为教师在

网络上开展教学和教研活动、为教师和学生、学生家长的网络互动

提供支撑。其次应该是一个具有汇聚优质资源能力“资源超市”，为

各类资源提供者提供高效的资源交易服务，使教师和学生有更丰富

的优质资源可用。再次还应该是一个使教师尽快提高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服务平台，平台主动推送资源的功能帮助教师依托空间快捷

地获取合适的资源，平台容易使用的开发工具帮助教师提高自主开



发教学资源的能力。最后还应该是一个管理的平台，平台的机构空

间帮助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所有的教师空间和学生空间，统计

教师利用网络从事教学活动的频率、效果和教师内生的、自己创造

的课件资源的数量，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及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进行评

价，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进行统计分析，为学校或区域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网上教学活动提供技术条件支撑。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

作，是把教育信息化推进到第三阶段的技术支撑和运行模式，所以

我们要提高认识、主动设计。要把“网络学习空间”建成网络条件下

从事教学活动和教学管理的基本平台，建成一个实名制的、组织化

的、可控可管的体系，为所有想在网上进行教学活动或教研活动的

教师提供一个网络阵地，逐步形成网络条件下教学活动管理、组织

和服务的基本体系。所以我们强调网络学习空间建设要整校推进，

资源服务和空间建设要统一到一个平台上，优质资源服务和空间建

设服务必须是一体化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对教育部门来讲，

主要是一个组织应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建设问题。平台的建设一

定要贯彻“政府规划引导、企业建设运营、学校购买服务”的思路，

必须依托电信运营商和企业的力量，建设好应用环境，提供并持续

改进网络空间服务。教育部门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推动应用和

相应的政策机制建立上，广大师生真正应用起来，网络学习空间就

会越做越好，为教育质量的提升和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的作用就会越

来越大。 



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最重要的载体，直接影响教育资源

的汇聚共享、建设与应用的衔接。现在看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云服务体系的建设。利用云计算模式可以最

大限度实现软、硬件资源的集约共享，降低学校信息化成本和建设

难度；推动资源建设与使用良性互动，提高应用水平。“国家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应该是一个运用云计算技术构成的覆盖全国的、多

级分布的、互联互通的、为“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提供技术支撑和网络服务的云服务体系。“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与“网络学习空间”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网络学习空间”

既是“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组成“细胞”，又是“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的服务对象。全国师生依托“网络学习空间”参与“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网络学习空间”、“班级集体空间”、“主题

资源空间”、“名师空间”、“大师工作室”、“机构管理空间”等各种空间

应用模式，再加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资源中心，共同构成“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要避免低水平重复投资建设，逐步形成

统一的基础逻辑架构，使各地的服务平台及网络学习空间能互联互

通、共建共享，以保证资源的快速流动和广泛共享。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要坚持“政府投资建设，企业运

营维护，学校购买服务”的机制创新。充分利用大型电信企业提供的

计算、存储与通讯等基础设施能力，依托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共

同开发服务管理平台，构建稳定可靠、低成本、规模化的运行体



系；汇聚整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创建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互

补的服务模式，形成资源配置与服务集约化，实现最广泛的资源汇

聚共享和最低成本的网络服务。 

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首期目标，是为教育管理公共服

务提供准确的数据。平台建设的基本构思是“两级建设，五级应

用”，通过应用系统收集和汇总数据。今、明两年的主要任务，是实

现学生、教师、学校办学条件三个系列的数据通过应用系统完整地

建立国家数据库。“两级建设”，就是建设中央和省两级教育管理数

据中心。“五级应用”就是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开发中央、省、地

（市）、县、学校五级应用系统，部署在中央和省两级数据中心，

各省通过省级数据中心为所属地（市）、县、学校提供应用服务。

通过统一开发的应用系统形成动态、准确的数据，为国家教育决策

提供支持服务，为地方应用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