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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校创建 

“学校创建计划”评审的观察点 

序号 观察点 观察点描述 

1 实施基础 

具备与办学类型相适应的网络环境、硬件设备、软件系统等信息化应用基础设施，设施条件同类比

占优，符合国家规定的数字校园建设环境标准，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保障到位。已开展过市区两级

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应用研究或实践，且具有一定成效。 

2 育人为本 
符合新时代下的新型学校创建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以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以面向师生

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服务为理念，能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 整校设计 

学校整体发展的设计与路径清晰，学校数字环境改造和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能够以“云服务”为基

础，以系统互联、数据融通为手段，以教育教学常态应用为目标，实现教育决策与教学实施的数字

化，推动学校整体业务流程的重构，促进师生的个性化成长。 

4 
常态化应

用 

能够开展伴随式无意识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有将数据分析结果有效应用于学校的业务管理、教

学、科研、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各项应用系统、设备终端等，使得校长、师生能无障碍地用于改进日

常管理、优化课堂教学。 

5 流程再造 

能够将学校的校务管理、教学管理、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后勤保障等业务流程架构在信息化系统

上，实现互融互通，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管理效能，提高教学效果，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

平。 

6 减负增效 

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分析并找到教育教学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数据的关

联分析，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大化地合理配置教育教学资源，有效减轻校长、教师的工作负

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教育教学效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7 绿色发展 
信息化应用能够关注师生的身心健康，不能过多增加学生用眼时间，应提高学生课外活动时间；关

注学校的持续发展，不能盲目购置信息化设备、开发应用系统，应提高设备和系统的使用效能。 

8 特色创新 
能够形成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特色、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典型案例和应用模式，形成可辐射推广

的应用成果。 

9 计划进度 
计划进度详细明确，时间节点划分合理紧凑，阶段性目标明确，阶段任务具体、可实现。经费配置

合理，切合标杆校创建工作需要。 

10 实施保障 

组建以校长为责任主体且包括教学、管理、技术等方面人员的核心团队，职责分工明确；建立健全

激励和监管机制，激励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包括标杆校创建的目标责任制、团队发展的

校本研修制度、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制度等；主管部门能够提供与学校计划相适应的人力和资金

等，保障标杆校创建工作的有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