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中宁县“互联网+教育”达标县建设“10+N行动”年度工作任务

项目
年度及任务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1.实现教

育云资源

协同推进

开展中小学“互

联网+教育”优

质课、微课评比

活动，引导教师

参与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应用

和推广。

（1）开展“互联网+教育”教学竞赛与

优质资源评比活动，引导教师参与数字

教育资源建设、应用和推广。

（2）汇聚 60 件学前教育示范游戏案例、

160 件精品微课、10 堂示范课、1000 件

同步教学资源、100 堂德育精品课、300

件创新素养教育资源、300 件传统国学教

育资源、30 件职业教育领域的虚拟仿真

资源、晒课 200 节。

（3）利用宁夏教育云升级后的服务系

统，建设中小学智慧校园、县教育网站

群等平台，全面提升面向全学段宽群体

的服务能力。

（1）开展“互联网+教育”信

息化技能大赛、优秀课件评比

活动，引导教师参与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应用和推广。

（2）汇聚 60 件学前教育示范

游戏案例、160 件精品微课、

10 堂示范课、1000 件同步教

学资源、100 堂德育精品课、

300 件创新素养教育资源、300

件传统国学教育资源、30 件职

业教育领域的虚拟仿真资源、

晒课 200 节。

（3）开展教育数据规范整合

工作，实现数据互联到通、协

同服务。

（1）开展全市“互联网+教育”

信息化教学技能大赛、优质资

源评比活动，引导教师参与数

字教育资源建设、应用和推广。

（2）汇聚 60 件学前教育示范

游戏案例、160 件精品微课、

10 堂示范课、1000 件同步教学

资源、100 堂德育精品课、300

件创新素养教育资源、300 件传

统国学教育资源、30 件职业教

育领域的虚拟仿真资源、晒课

200 节。

（3）优化教育云平台服务体

系，提升服务能力。

（1）实现“互联网+ 教

育”大平台在教育教学

和管理领域的广泛应

用。

（2）基本建成覆盖各

个学段、学科的校本资

源库，满足师生不断增

长的学习资源需求，实

现“大资源服务”。



2.推动网

络学习空

间应用全

覆盖

制定印发《中宁

县网络学习空

间应用普及实

施方案》，师生

网络学习空间

开 通 率 达 到

85%。

（1）完成不少于 300 人次的校长、管理

员及学科骨干教师县级以上培训，不少

于 2 次的校级全员培训，组织开展网络

学习空间应用培训和评比大赛，提升网

络学习空间应用质量。

（2）师生网络学习空间开通率达到

100%。

（1）不少于 300 人次的校长、

管理员及学科骨干教师县级

以上培训，不少于 2 次的校级

全员培训，组织开展网络学习

空间应用培训和评比大赛，提

升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质量。

（2）实现 90%的教师利用网

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活动、

85%的适龄学生利用空间开展

学习活动、80%的家长利用空

间开展家校互动。

（1）完成不少于 300 人次的校

长、管理员及学科骨干教师县

级以上培训，不少于 2 次的校

级全员培训，组织开展网络学

习空间。应用培训和评比大赛，

提升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质量。

（2）实现 95%的教师利用网络

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活动、90 %

的适龄学生利用空间开展 学

习活动、85%的家长利用空间开

展家校互动。

（1）完成不少于 300

人次的校长、管理员及

学科骨干教师县级以

上培训，不少于 2次的

校级全员培训，组织开

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培训和评比大赛，提升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质

量。

（2）实现网络学习空

间应用全覆盖。

3. 大力

助推教育

教学改革

和创新素

养教育

制定印发《中宁

县创新素养教

育工作实施方

案》。

（1）积极争取中宁二中、中宁三小 2所

学校列入自治区试点，组织中宁三中、

中宁四中、中宁九小、渠口九年制学校、

宽口井九年制学校、中宁第二幼儿园 6

所学校开展市级应用试点。

（2）努力争创中卫市“互联网+教育”

示范县，制定印发《中宁县创新素养教

育工作实施方案》。建设 2 个“互联网+

教育”示范校、3 所“互联网+教育”智

慧校园示范学校、3个名师网络工作室、

5堂创新素养与德育教育示范课。

（1）召开全县“互联网+教育”

应用推进会，进一步做好推广

普及工作。

（2）建立起涵盖学校、教师、

学生的创新素质教育评价体

系。建设 2 个“互联网+教育”

示范校、3所“互联网+教育”

智慧校园示范学校、3 个名师

网络工作室、5堂创新素养与

德育教育精品示范课。

（3）开展 2 次县级研讨活动。

（1）建设 2 个“互联网+教育”

示范校、3 所“互联网+教育”

智慧校园示范学校、3 个名师网

络工作室、5 堂创新素养与德育

教育精品示范课。

（2）开展 2 次县级研讨活动。

（1）开展 2 次县级研

讨活动。

（2）努力争创自治区

“互联网+教育”示范

县，梳理总结试点学校

的工作经验、典型案例

并在全县推广，形成一

批课堂教学改革成果，

师生创新素养和创新

能力全面提升。



4.加快推

进“互联

网 + 教

育”达标

县数字校

园建设

积极完善“三

通”建设。

落实中小学和职业教育数字校园建设规

范，完成全县“互联网+教育”区级达标

县（区）验收。开展“数字校园”建设

试点，推进信息技术在学校管理、学生

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运用。

推动中宁县职业教育培训中

心完成数字校园建设，建成 1

个职业教育技能大师网络工

作室和网络虚拟职业体验馆。

中小学数字校园全面普及，职

业学校数字校园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

深化数字校园应用，实

现数字校园常态化、特

色化。

5.利用人

工智能助

推教师队

伍建设

组织教师外出

参加人工智能

知识培训，开展

教学探索，提高

教师智能化应

用水平。

（1）启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

动试点工作,支持中宁一中、中宁二中开

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

工作，每校至少建设 1 个人工智能教室

和 1 个 VR 教室，提高教师智能化应用水

平。

（2）遴选 20 名信息化管理能力较强的

优秀校长、150 名信息技术骨干教师，开

展智能教育领导力研修和教学能力研

修，培育引领智能教育发展“种子”。

（3）制定印发《中宁县人工智能助推教

师队伍建设实施方案》，开展人工智能

课程教师全员培训等活动。建立远程同

步智能课堂和教师“智能手拉手”，提

升贫困地区教师信息素养。

（1）遴选 20 名信息化管理能

力较强的优秀校长、150 名信

息技术骨干教师，开展智能教

育领导力研修和教学能力研

修，培育引领智能教育发展

“种子”。

（2）完成中宁中学应用试点

校建设。

遴选20名信息化管理能力较强

的优秀校长、150 名信息技术骨

干教师，开展智能教育领导力

研修和教学能力研修，培育引

领智能教育发展“种子”。

（1）普通高中基本形

成具备人工智能特点

的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规划、综合素质发展评

价、选课走班和相应教

学管理功能，为新高考

政策落实提供技术支

撑。

（2）实现优秀校长和

骨干教师智能教育领

导力和智能教学能力

专项培训全覆盖。



6. 建强

网上党建

工作阵地

完善线下党建

工作阵地，规范

基层党建管理。

（1）建设教育系统“智慧党建”县级信

息化平台,实现在线视频学习培训、交流

互动。

（2）建设中宁二中党建示范点网络工作

室，2 名党支部书记网络工作室，初步实

现网上党务工作智慧化。

（1）利用自治区教育厅“智

慧党建”移动客户端，实现在

线理论学习、党务管理、网上

观摩、网络研修。建立党员在

线学习、志愿活动、思想汇报、

心得体会等网上积分管理机

制，实现党务工作网络化管

理。

（2）建设中宁一小党建示范

点网络工作室，3 名党支部书

记网络工作室，将教育系统党

组织统一纳入自治区“智慧党

建”平台，形成县级网上“组

织地图”，利用智能技术开展

网上“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

生活。

总结经验，普及“智慧党建”

应用。总结“党建网络工作室”

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在全县

教育系统推广应用。

建成全县教育系统各

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互联互动的“智慧党

建”服务体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网络延

伸，形成在线党建常态

化应用模式。形成在线

党建常态化应用。

7.增强线

上线下立

德树人合

力

认真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利用宁夏教育

云“中小学德育

课堂”，在全县

中小学开设时

事政治网络课

（1）依托宁夏“益思网”，用好网络思

政平台，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于网络育人全过程，组织开展网络文

明进校园、网络优秀作品展示等活动，

鼓励师生参与网络文化作品创作。

（2）组织中宁一中、中宁二中、中宁宽

口井九年制学校、中宁二幼 4 所中小学

（1）依托宁夏“益思网”，

用好网络思政平台，坚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网

络育人全过程，组织开展网络

文明进校园、网络优秀作品展

示等活动，鼓励师生参与网络

文化作品创作。

依托宁夏“益思网”，用好网

络思政平台，坚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网络育人全

过程，组织开展网络文明进校

园、网络优秀作品展示等活动，

鼓励师生参与网络文化作品创

作。

（1）依托宁夏“益思

网”，用好网络思政平

台，组织开展网络文明

进校园、网络优秀作品

展示等活动，鼓励师生

参与网络文化作品创

作。



程，加强党情、

国情、区情和形

势政策教育。

（幼儿园）开展实施网络育人工作试点，

利用宁夏教育云“中小学德育课堂”，

在全县中小学开设时事政治网络课程。

积极创建网络育人品牌（中宁九小“日

行一善”、中宁一小“文明交通岗”等），

在宽口井九年制学校开展青少年综合素

质等级网络测评试点。

（2）建立网络文化成果评价

认证机制。

（2）形成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智慧思

政”网络育人新模式，

培育一批领军型网络

教育名师和校园网评

骨干队伍。

8. 提升

教育治理

能力

配合自治区完

善全面改薄、学

生营养改善计

划等重大教育

工程项目实时

监测系统，建立

健全管理和应

用机制。

利用国家、自治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自治区教育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决策系

统，开展教育云管理平台、资源管理平

台融合应用。利用自治区校园安全隐患

排查系统，完善校园安全管理与应急指

挥体系。推进教育类证照电子化和信息

资源共享共用，实行政务服务网上统一

申请、集中办理和全流程监督。

利用教育管理数据统计与分

析决策系统功能，为教育决策

提供支撑，提升教育治理水

平。

利用教育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

决策系统功能，为教育决策提

供支撑，提升教育治理水平。

（1）形成大数据辅助

的教育科学决策和教

育治理体系。

（2）建成全县教育发

展量化监测、分析评估

和智能化管理督导体

系，政务服务实现“一

网通办”。

9. 推进

网络精准

扶智行动

探索“一校带多

点，集团校带多

校”的教育精准

扶贫模式。

建设县域内中小学在线互动课堂，打造

“一校带多点，集团校带多校”的教育

精准扶贫模式。完成 2 所学校在线互动

课堂建设，为贫困地区学校学生提供课

外辅导服务。

打造“一校带多点，集团校带

多校”的教育扶贫模式。完成

4所学校在线互动课堂建设，

实现薄弱学校与优质学校同

步上课、数据互动、一体评价。

实施中宁二中、中宁四中、中

宁六中、中宁九小、中宁一小、

中宁十小学校带动12所农村学

校“教育精准帮扶”。

完善在线互动课堂应

用机制，形成典型应用

模式，贫困地区、农村

学校办学质量明显提

升。



10. 加强

网络安全

保障

建立教育信息

化及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工

作机制。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开展 IPV6

建设应用试点，配备网络安全设施，建

立网络安全实时监测和防护体系。建立

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专家团队，开展 100

人次的网络安全管理员培训。

开展网络安全综合治理、应急

演练、漏洞监测预警等工作。

开展100人次的网络安全管理

员培训。

开展网络安全综合治理、应急

演练、漏洞监测预警等工作。

开展 100 人次的网络安全管理

员培训。

实现网络态势感知、网

络攻击可预判、网络事

件可管可控，系统与数

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全

面提升。

N1.优秀

传统文化

教育推广

行动

开展经典诵读

等活动，充实广

大师生校园文

化生活，凸显学

校办学特色。

通过宁夏教育云平台网络空间，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教育活动，建

设 9 个中华传统文化示范网络工作室。

评比 15 个中华传统文化优秀

网络空间专栏，在全县形成优

秀传统文化特色育人新局面。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机

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

校园。

总结优秀经验和典型

案例，为全市提供可推

广、可复制的经验。

N2.“ 互

联 网 +

体育、美

育”教育

普及行动

开齐开足体育、

美育课程，保证

艺术教育课程

有计划、有秩序

地开展。

制定印发《中宁县“互联网+美育、体育”

教育普及实施方案》，分别确立 8 所学

校开展体育、美育教育试点（农村学校 3

所以上），指导学校运用“互联网+”开

展美育、体育教育教学活动。

遴选各 8 所学校开展试点（农

村学校 5 所以上），探索创新

型美育、体育教育综合平台下

的“互联网+美育、体育”教

育。

召开全县“互联网+美育、体育”

应用现场观摩会，总结试点经

验，全面推广普及。

实现“互联网+体育、

美育”增智提效。

N3.信息

化助力产

教融合提

升行动

提升中职学校

基础能力建设

水平，探索建立

信息化助力产

教融合提升措

施。

结合现代学徒制、双师型教师建设，发

挥宁夏现代枸杞保鲜加工专业、宁夏枸

杞创新研究院等资源优势，实施“互联

网+教育”助力产教融合。确立 1个职业

教育培训专业与企业合作，开展“互联

网+教育”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结合现代学徒制、双师型教师

建设，发挥宁夏现代枸杞保鲜

加工专业、宁夏枸杞创新研究

院等资源优势，实施“互联网

+教育”助力产教融合。开展

现代服务业、涉农专业等“互

联网+”职业教育试点。

结合现代学徒制、双师型教师

建设，发挥宁夏现代枸杞保鲜

加工专业、宁夏枸杞创新研究

院等资源优势，实施“互联网+

教育”助力产教融合。开展现

代服务业、涉农专业等“互联

网+”职业教育试点。

初步形成基于在线互

动课堂模式下的涵盖

主要专业的校企合作

新模式，建立起产教深

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

系。



N4.教师

信息化教

学能力领

跑者培养

行动

完善区级、市

级、县级骨干教

师管理机制。

结合引入优秀教学资源和结对帮扶，职

业学校、普通高中、初级中学、完全小

学、公办幼儿园每校至少培育 8、5、3、

2、1名以上的信息化教学领跑者。

全面启动分学段、学科（专业）

领跑者教师队伍建设，带领广

大教师共同提高。

持续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养领跑者行动。

实现各级各类学校校

长和教师信息素养全

面提升，校长信息化领

导力、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显著增强。

N5.信息

化基础能

力建设行

动

“优质资源班

班通”软硬件配

备率达到 95%

以上。

建成县级教育城域专网。“优质资源班

班通”软硬件配备率达到 100%。为所有

教师配齐教学用计算机，实现师机比

1:1。小学生机比不低于 12:1，中学生

机比不低于 10:1。

网络出口带宽达到 200 兆以

上，满足学校“互联网+教育”

应用需求。完成中心完小以上

学校的网络标准化改造。学生

机比不低于 12:1，中学生机比

不低于 10:1。

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实现

进一步提速降费。完善、优化

教育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

完成所有学校的网络

标准化改造。“优质资

源班班通” 实现常态

化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