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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八章。报告介绍了基础教育信息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产业运行环境、分

析了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行业的现状、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基础教育信息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基础教育信息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基础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其技术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和多媒体化

，基本特征是开放、共享、交互、协作。以基础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

变传统模式。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教育形式和 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促进教育改

革。对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模式、内容和方法产生了巨大冲击。基础教育信息化是国家

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转变教育 思想和观念，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

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深远意义，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础教育信息化在未来将在教育云平台上进行展现，随 着基础教育信息化平台的发展应

用，根据教育部的十二五规划，基础教育信息化将为现有的教育网、校园网进行基础教育信

息化升级，新一代教育网必然成为未来基 础教育信息化的基础，亚教网素质教育云平台是国

内实现三网合一的教育云平台，实现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跨平台使用并且手机短信支持

联通、电信、移动全网 覆盖。  

　　从教育属性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共享 性、交互性与协作性。开放性打

破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教育社会化、终生化、自主化；共享性是信息化的

本质特征，它使得大量丰富的教育资源能 为全体学习者共享，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交互

性能实现人--机之间的双向沟通和人--人之间的远距离交互学习，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其他 人之间的多向交流；协作性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人--人、人--机协作完成

任务的机会。教学信息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它至少有四大特征：  

　　信息传递优势。现代经济学认为，获取信息是克服人类 &ldquo;无知&rdquo;的唯一途径

。信息搜寻要花费代价（即交易费用），其中，信息传递成本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传统教学

采用&ldquo;师傅带徒弟&rdquo;式的完全面接方法，花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也是一种社会

资源浪费。网络教学高速度的信息传递功能，无疑地大大节约了全社会的信息传导成本。我

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行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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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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