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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支撑和引领教育改革与发展，从而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立足于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价值追求，开展以绩效为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是促进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针对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系统复杂性这一现实难题，该研究依据绩效理论和元建模技术，通过模型架构设

计、模型构建和语义扩展等过程，构建了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该模型的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它借鉴

“元”的思想将教育信息化评价系统抽象简化，通过语义扩展灵活应用于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的评价情境中，既

体现了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与价值追求，又将复杂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工程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实践过程，同

时注重以绩效改进为导向，实现教育信息化的绩效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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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信息技术对
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正式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也进
一步设定了近十年教育信息化在基础设施、资源、
应用、管理信息化和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的发展目
标与任务[1]。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正处在初步应用
融合阶段，要促进教育信息化实现全面融合与创
新，就要以评价来推动。目前国内外有关教育信息
化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评价
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等方面，但多数研究只对教育
信息化的局部或某方面内容进行评价，缺乏对教育
信息化全面系统的评价，特别是能体现国家教育信
息化整体建设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评价模型几
乎没有。鉴于此，构建体现国家教育信息化整体建
设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追求，以绩效改进为导向，并
能系统灵活应用于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中的教育信
息化评价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现状

(一)国外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亚太地区教育信息化
的实际情况立足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起步
阶段、应用阶段、融合阶段、变革阶段等，从基于
信息技术的政策与策略、技术结构及其使用、信息
技术课程、教学及教学支持人员、学习过程及成果
等五个方面开展绩效评价[2]。美国CEO论坛从教育
信息化效益和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两个维度提出了
StaR评估工具应用于教育信息化评价[3]。英国从领
导和管理、课程、学与教、评价、教师专业发展、
拓展学习的机会、资源以及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等
八个方面开展学校信息化评估[4]。Mauricio Solar等
人借鉴软件成熟度思想，从教育管理、基础设施、
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五个方面开展评价，构建了
立体化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5]。从国外教育信息化
评价研究可以发现，国外教育信息化评价主要是评
价指标的研究，而有关评价模型的理论研究相对较
少。国外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主要涉及到了相关政
策、基础设施、数字化资源、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学生发展以及教师发展等几个方面，对我国教育信
息化评价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针对我国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追求，国外的教育
信息化评价在内容和方法上并不一定完全适用。

(二)国内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
国内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包括评价模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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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研究。评价模型的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六要
素模型[6]、教育信息化四层分析模型(简称CIPO模
型)[7]、区域效益评估模型[8]、成熟度模型[9]、基于
数据包络分析(DEA)的评价模型[10]、效果—效益—
效率评价模型(简称EEE模型)[11]、教育信息化评价
元模型[12]和生态评价模型[13]等。六要素模型具体包
括基础设施、教育信息资源、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信息化人才培养、教育信息化产业和教育信息化标
准、政策等六个方面。CIPO模型是在教育信息化
六要素的基础上关注教育信息化语境和应用过程的
评估模型。区域效益评估模型是在借鉴平衡计分卡
和StaR评估量表的基础上提出的评估模型。成熟
度模型是借鉴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而提出的关注
教育信息化实践域和绩效进阶条件的模型。DEA
模型是依据数据包络分析理论提出的一种基于理
论、科学且可操作性强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模型。
EEE模型是借鉴Star评估思路和SRF评估结构构建
的效果、效益和效率模型。教育信息化评价元模
型是在分解教育信息化的支撑与建设对象的基础
上构建的教育信息化评价通用模型。生态评价模
型是立足生态学视角，从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
流出发构建的评价模型。

有关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相对
成熟，郭伟刚等基于投入产出理念从组织与管理、
基础设施及公共管理平台、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
用、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人才等方面构建了学校教
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14]。李文光从教育信息化建
设基本情况、促进教育的优质发展、促进教育的均
衡发展、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培养与发展以及政策与
机制的引导等方面对深圳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与
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15]。吴砥提出了一
套宏观通用的教育信息化核心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教与学应用、管
理信息化和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16]。赵晓声等人通过
剖析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信息化的价值取向，厘清了
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核心内容：统筹管
理、环境建设、应用水平和应用绩效[17]。

通过上述对我国教育信息化评价文献的梳理发
现，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评价模型
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方面，然而已有研究也
还存在不足之处：(1)研究领域主要趋向于区域、教育
类别或学校层面，较少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宏观层面
考虑，不能充分体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与价
值追求；(2)评价模型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理论建构阶
段，应用方法与实践过程缺少深入探讨，进而导致其
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有待科学的检验；(3)评价指标的研

究已比较深入细致，但其往往针对某一特定的评价情
境，其宏观通用性也有待商榷。

由此，构建体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与
价值追求，以绩效改进为导向的可操作性强的教育
信息化评价模型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的突
破点。本研究借鉴“元”的思想，构建绩效导向的
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通过模型的语义扩展将模型
应用到教育信息化的关键领域中，推演出不同的教
育信息化领域评价模型，全面客观又系统灵活地开
展教育信息化评价，进而发现存在主要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绩效改进策略，科学引导教育信息化的绩
效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三、理论依据

(一)绩效理论
绩效是与企业组织目标及价值追求一致的成

就和业绩，是一种可测量的行为结果，与组织的总
体目标与主流价值相关，是组织中投入和产出关系
的体现[18]。作为行为与价值的统一体，绩效是过程
和结果两个方面的综合反映。绩效作为多学科交叉
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应用到教育信息化领域中。有
学者认为教育信息化绩效是教育信息化实践活动所
产生的、与信息化投入有对比关系的可以度量的行
为与结果[19]。由此，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就
是对与教育信息化的总体目标与价值追求相一致的
行为与业绩成就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
较与综合评判的过程，既关注教育信息化建设、应
用的行为过程又关注教育信息化所产生的效果、效
益，同时考虑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投入与产出的
对比。

(二)元建模技术
元建模技术是软件工程领域中系统化的建模技

术。元模型作为元建模技术的核心制品，是关于如
何建立模型、模型的语义或模型之间如何集成和互
操作等信息的描述[20]。元模型是模型的更高层次的
抽象，能够捕捉模型的基本特征与属性。模型是元
模型的实例，模型和元模型是一种具体与抽象的关
系。本研究借鉴元建模技术中“元”的思想，抽象
提炼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核心共性要素，构建绩效导
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根据模型的语义将模型
应用到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中，形成各类教育信息
化领域评价模型，从而灵活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价。

四、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的构建
原则

(一)全面客观，体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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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教育信息化的评价要凸显教育信息化建
设的价值追求。教育信息化本身具有多投入多产出
的特征，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价也需要全面客观地衡
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因此构建绩效导向的教育信
息化评价模型时，首先要在评价模型的核心要素上
能体现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其次要界定
清楚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和产出，尽可能全面地涵盖
教育信息化投入和产出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客
观公正地评价教育信息化绩效水平。

(二)绩效导向，重视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绩效改进
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与
策略，促进教育信息化绩效水平的提升。因此，构
建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要以绩效改进为
导向，能够针对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提出绩效改进策略，从而促进教育信息化的
可持续发展。

(三)可操作性，强调教育信息化评价方法的切
实可行

只有将教育信息化投入和产出的核心要素这
些概念性的东西转化为可操作的、可采集的具体指
标时，才能保证进行教育信息化评价的可行性和操
作性。因此模型不仅要能够体现出教育信息化评价
的核心要素，而且需要制定相应的实例化方法和规
则，将理论范畴的概念性要素转化为实际情境下具
体的评价指标。

五、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的构建过
程与方法

(一)总体思路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是借鉴元建模

技术的理论方法上提出的，其构建思路主要包括模
型架构设计、模型构建、语义扩展等三个环节，如
图1所示。首先，采用元建模架构的理念，根据教
育信息化评价的关键领域，设计教育信息化评价的
模型架构，明确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的应用范畴；
其次，依据模型语言的设计模式[21]，通过核心概念
建模、关联分析和操作定义构建绩效导向的教育信
息化评价模型；最后，定义模型语义的扩展规则，
以便将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实例应用到
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中，推演关键领域的绩效导向
的评价模型

(二)构建过程与方法
1.架构设计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价值追求在于

支撑和引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而带动教育现代
化的实现，其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与应用、教育信息化优质教育资源建设
与应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
建设、教育信息化产业发展建设与应用、教育信息
管理及政策机制建设等几个方面。《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也明确指出了近阶
段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任务与行动计划，信息化环境
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信息技术与教育
深度融合、信息化队伍建设等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与应
用、资源建设与应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人才队
伍建设是教育信息化评价的关键领域。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要能适用于各
级各类教育情境下的环境建设与应用、资源建设与
应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以及队伍建设等领域中，
根据模型所表达的语义内涵，推演出教育信息化关
键领域评价的实例模型，如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与
应用评价模型、资源建设与应用评价模型、信息技
术教育应用评价模型与人才队伍建设评价模型等，
进而细化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
系，将教育信息化评价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化为
可操作的具体的实践过程。

2.模型构建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主要由要素、

要素之间的关联和操作方法构成，因此模型的构建
过程主要包括概念建模、关联分析和操作定义等。

(1)概念建模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是非常复杂的系

统，建模是解决复杂性的主要手段。对教育信息化

环节一：架构设计

环境建设
与应用

资源建设
与应用

信息技术
教育应用

人才队伍
建设

环节二：模型构建

概念建模 关联分析 操作定义

环节三：语义扩展(定义模型的实例化规则)

图1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构建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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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内容进行抽象分析，提炼教育信息化评价的
核心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建模是教育信息化评价模
型构建的第一步。在核心要素确定方面，主要通过
国家政策文件和文献资料进行抽取和提炼。《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作为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目
标、思路、任务和措施等方面对教育信息化的核心
要素的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
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教与学应用、保障机制
等几个方面[22]。通过对近年来教育信息化评价文献
的查阅分析，抽取教育信息化评价的重要指标，并
统计了这些指标的采纳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重要指标采纳比例

核心指标 采纳率(约) 具体指标

组织管理 70% 组织机构、政策规划、经费投入、保障
措施等

环 境 建 设
与应用 100% 覆 盖 范 围 、 拥 有 率 、 种 类 、 数 量 、 质

量、满意度、利用率、应用水平等

资 源 建 设
与应用 80%

覆 盖 范 围 、 拥 有 率 、 种 类 、 数 量 、 质
量、态度、动机、满意度、利用率、应
用水平等

队伍建设 40% 培训投入、覆盖范围、培训满意度、培
训效果、培训迁移等

信 息 技 术
应用 100% 应用覆盖率、ICT支持教学的程度、态度

意识、应用方式、应用水平等

创新发展 70% 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教育
创新等

通过分析发现，教育信息化评价在内容上主
要包括组织管理、环境建设与应用、资源建设与应
用、队伍建设、信息技术应用和创新发展等几个方
面。组织管理方面的具体指标可以抽象为组织规划
与投入保障；创新发展方面的具体指标可以抽象为
主体发展与教育创新。此外，环境建设与应用、资
源建设与应用、队伍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这几个方
面的具体指标也可以进一步抽象提炼。覆盖范围、
拥有率、种类、数量、质量等可以抽象为建设成
果，对环境、资源和培训的满意度可以抽象为用户
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满意度，对环境、资源和信息
技术使用的意识观念和应用水平可以抽象为意识观
念和应用水平。建设规模与满意度可以再抽象为教
育信息化的建设成果，意识观念和应用水平再抽象
为应用过程。基于此，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核心要素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组织管理、建设成果、应用过

程和创新发展。所以，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
模型的核心概念建模如图2所示。

(2)关联分析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除了要考察建设与

应用的过程和结果，也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分
析。因此，明确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各要素之间的
逻辑关系是模型构建的另一个重点。教育信息化是
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过程。组织管理是教育信息化
有效运行和持续发展的支撑与保障，为教育信息化
建设与应用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是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投入和付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是教育
信息化在环境、资源和人才建设方面投入的直观产
出，主要包括信息化环境、数字教育资源以及信息
化人才队伍培训的建设规模，以及用户对信息化环
境、教育资源的种类、质量以及人才队伍培训的满
意度，它属于第一层次的教育信息化直接产出。教
育信息化的应用过程是环境、资源和人才建设的成
果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信息化应用
的意识观念和信息化的应用水平，属于第二层次上
的间接产出。教育信息化的使命和最终目标是实现
主体的发展与教育的创新，因此最终的产出就是学
生和教师的发展、学校的发展、技术支持的教育创
新。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3所示。

(3)操作定义 
对评价过程的操作方法进行科学定义，才能

保障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有效实施。一般情况下，实
施评价过程需要明确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对
象、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等。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目标是评定教育信息
化绩效水平，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绩效改进的策略。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主体是各级各类教
育情境中，与教育信息化绩效有关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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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核心概念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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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级各类教育信息化有关部门、教师、学生、管
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对象主要是教育信息
化关键领域，即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与应用、资源建
设与应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和人才队伍建设等。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内容是教育信息化
评价的核心概念集，即组织管理、建设成果、应用
过程和创新发展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方法是实施评价时
采用的具体手段，包括评价指标的设计方法、数据
收集处理方法和结果分析方法。

综上所述，通过概念建模、关联分析和操作定
义，构建出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如图
4所示。

3.语义扩展
以绩效为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最突出的

特点即基于“元”的思想，通过语义的扩展能实例
应用到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中，推演出教育信息化
领域绩效评价模型，灵活系统地开展教育信息化评
价。因此需要定义模型的语义扩展规则，实现教育
信息化评价模型推演到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评价模
型的实例化。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核心要素主要
包括组织管理(组织规划、投入保障)、建设成果(建
设规模、用户满意度)、应用过程(意识观念、应用
水平)和创新发展(主体发展、教育创新)等四个概念
集。每一概念集中的子概念又是一个独立的具有丰
富语义的概念集，其语义扩展规则如表2所示。根
据语义扩展规则，可以将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核心要

素实例化到具体的评价情境中，选择合适的评价方
法，推演出教育信息化关键领域评价的实例模型。

表2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语义扩展规则

核心概念集 子概念集 具体概念

组织管理
组织规划 机构设置、政策规划

投入保障 投入机制、激励机制

建设成果
建设规模 数量、种类、覆盖范围、拥有率

用户满意度 对信息化环境/资源质量的满意度，对队
伍建设的培训内容、方式的满意度

应用过程
意识观念 学生/教师/管理者/专职人员的信息化意

识、信息化态度

应用水平 信息技术使用率、应用范围、应用方式

创新发展
主体发展 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管理者的发

展、专职人员的发展、学校的发展

教育创新 教学的创新、科研的创新、管理的创新

六、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的实例
应用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可以应用于教
育信息化关键领域中，通过语义的扩展推演出教育
信息化环境建设与应用评价模型、资源建设与应用
评价模型、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评价模型和人才队伍
建设评价模型。下面，以教育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绩效评价为例，根据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
型的内涵，推演出教育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评价
模型。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队伍建设评价的目标
是评定信息化队伍建设的绩效水平，发现存在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绩效改进策略。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
化队伍建设评价的主体是队伍建设绩效的利益相关
者，即管理部门、教师、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等。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队伍建设评价的对象是教育
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即教师队伍、管
理队伍和专业队伍建设。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队
伍建设评价的内容是根据教育信息化评价四个方面
的核心概念集扩展得到的。其中，组织管理方面包
括培训的机构设置、培训的规划条例、培训的经费
投入和相关激励机制等；建设成果包括培训规模、
用户对培训周期、内容和方式的满意度等；应用
过程是信息化队伍培训后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信息
化应用，包括受训人员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中意识观念的转变、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升；创新
发展方面包括信息化队伍的自我发展和学校的信息
化发展。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队伍建设评价的方
法包括指标设计方法、数据收集处理和结果分析方
法，指标的设计可以采用德尔斐法，数据的收集可
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可以
采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由此，教育信息化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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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的评价模型如图5所示。

七、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研究立足于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
和价值追求，依据绩效理论和元建模技术，通过模
型架构设计、模型构建和语义扩展等过程，构建了
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并以教育信息化
人才队伍建设为例，推演出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化
人才队伍建设评价模型，说明该模型在教育信息化
评价中的实例应用。

该模型的特色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该模型核心概念的建立以《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
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为依据，体现
了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与价值追求。

(2)该模型超越以往对教育信息化局部或某方面
内容的评价，借鉴“元”的思想，构建以绩效为导向
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通过模型的语义扩展将模型
应用到教育信息化的关键领域(如：信息化环境建设
与应用、资源建设与应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人才
队伍建设)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
能全面客观又系统灵活地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价。

(3)该模型注重以绩效为导向，能针对教育信息
化绩效水平和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绩效改进策略，
进而引导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应用的不断深入，该模型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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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analysis model based big data helps to explore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situation,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provide individual adaptive learning based on learner requirements and ability.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at big data is not higher volume but high value. Secondly, individual adaptive 
online learning analysis model is built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data and environments (what), stakeholders (who), methods 
(how) and objectives (why).Finally, Taking C language program design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learning process structure, 
visualiz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 learning which analyzing learning behavior, recommending 
reasonable learning path and learning resource can promot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specially for underachi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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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aim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to support and lea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overall goals and value pursui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arrying out the performance-oriented evaluation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performance-oriented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performance theory and meta-modeling, with the model architecture design, 
model building and semantic expansion. The model simplified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can be applied 
flexibly in key area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by semantic extension. It not only embodied the overall goals and value 
pursui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but also converted the complex evaluation engineering to operable practice methods. Moreover, 
the model emphasized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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