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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集群：加速创新的步伐  

加快学习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步伐有助于缩小成绩差异、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

长。而加快创新步伐需要有一条新的研发途径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下图一阐释了科研、

产品开发与应用应该如何相互链接在一个教育创新生态系统里，在此系统里，每个环节对下

个环节都有所启发与促进。目前的教育生态系统未能形成互联体系，学习科学的研究与实践

应用脱节，开发成本高而资金支持有限，基础设施和数据驱动发展欠缺等，我们需要一种连

接了不同的合作方共同参与其系统设计的综合创新生态系统。  

 

 

图一 教育创新生态系统 

一、教育创新集群（EIC）  

构建新型的教育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建立跨越传统“筒仓”式（silos）结构的新的合

作关系。这种模式已经在其他产业加速创新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放眼全国，教育创新集群



正在形成，有远见的合伙人聚集在一起，关注学习技术的突破性成果，推进学习科学的研究，

加快学习新工具新路径的开发。在有效的资金支持与管理的环境下，这些创新中心有望引领

新知识、新工具和新成果的创造。 

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 John Fernandez 指出：“企业家、研究者和创新者们需要

彼此共享创造力和人才库，并希望在彼此间建立关系。如果当地社区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

营造创新的氛围，构建一个临界的规模，那么就可以吸引来私人投资，创新和就业也会随之

而来。”美国教育部在尝试识别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商界、学界和教育界的

合作伙伴共同聚集在一起，形成创新集群，关注尤其适合该区域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不同地区的集群关注点有所不同，焦点领域包括：自适应学习、学习分析、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STEM）教育、从纸质印刷到数字转换、游戏和模拟、数据系统集成／互操作性。  

二、教育创新集群的构成要素  

构建教育创新集群，一个区域必须能够有效连接三个领域的合作伙伴：教育者、研究

者和企业家，每个参与方都在此系统里发挥独特功用。  

教育者伙伴为新兴的学习科技提供试点环境，吸纳老师和学生的反馈以完善解决方

案，这些创新学校和学习中心有能力灵活地快速开发、测试新路径和新产品，并搜集其数据；

研究者伙伴主要是推动学习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及应用性的研究，并与企业界人士有机地结合

起来以确保学习技术的有效设计。他们还与教育界人士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提高数据与成

果收集效率，以对集群开发的产品及路径进行持续性评估；商界伙伴则会运用新技术去解决

问题，并将成功的执行方案规模化、市场化。还可以通过投资资本来加速知识产权商业化，

增加以集群中所创造的知识与解决方案为基础的新企业获得成功的机会。同时因为可以持续

与集群中的教育者伙伴和研究者伙伴互动，产品的质量和适用性可以得到很大提升。  

三、识别教育创新集群  

美国教育部正在尝试识别潜在的教育创新集群，这些尝试是通过召集利益相关者、出

版典型案例、在集群中和集群间传播信息来完成的。还邀请国内有创新性、有远见的区域一

起建立教育创新集群网络，符合教育创新集群的区域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区域性资产：可

保障集群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的地方领导力；关键的研究、教育和企业伙伴的协同合作。二是

焦点领域：共同关注推进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并开发学习技术；针对本区域特别适宜解决的

挑战的具体行动方案。三是结构和实现：集群内共享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基础设施和实践；迭

代研究/流程设计；共同的组织框架和评估指标。（转自 2016 年 1 月 19 日《北京大学-中国教



育财政》） 

【新动态】 

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发起成立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发起成立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发起成立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发起成立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

2025》，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由两院院士卢秉恒、蒋庄德、徐宗本、谭建荣、杨华勇、

林忠钦、丁文江、李培根、丁汉、雒建斌、高金吉、蔡鹤皋、郭东明、王立鼎、王华明等科

学家领衔发起的“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日前宣告成立。该创新网络将围绕创新设计、

3D 打印、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大数据、先进制造材料、装备运行智能监控等方向汇聚高

校最优质的智能制造创新资源，以协同开放共享的理念为社会、行业和企业提供创新服务，

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优势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将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凝练重点创新方向，组织多所高校联合攻关形成突破，并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合作，

推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和转移转化；智能制造创新网络还将与多个国际创新组

织和跨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抢占国际产业技术创新制高点，支撑我国

装备制造产业向国际分工价值链高端攀升。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

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取得试点经验基础上，“十三五”期间还将陆续组建先进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轨道交通、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现代农业、生命健康、清洁能源、军民融

合等高校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网络。这些创新网络将通过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国际组织、

跨国企业等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转自 2016 年 02 月 24 日《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首次扩大招生规模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首次扩大招生规模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首次扩大招生规模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首次扩大招生规模       中国科学院大学日前在京公布 2016 年本科

招生方案，招生规模增加至 394 名，比 2015 年增加 60名，增幅约 18%。这是国科大自 2014

年招收本科生以来，首次扩大招生规模。据国科大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国科大本科生的

培养目标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科技领军人才。虽然招生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小而精、特

而强”的精英化培养理念没有任何改变。国科大采用的是“综合评价”选拔与高考统考录取

并行的录取方式。与高考统考录取相比，“综合评价”除了要看学生高考成绩，还要参考专家

面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两方面的成绩。负责国科大本科生培养的副校长席南华院士表示，

希望通过面试发现更多从心底热爱科学、痴迷于科学的优秀青少年。2016 年，国科大将继续

通过“综合评价”的选拔方式，在北京、山东、江苏、浙江、陕西、湖南 6个省市提前批次

录取理科考生。（转自 2016 年 3月 1日《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