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嵌入式服务生态，破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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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同层级和种类的服务平台之间仍存在

垂直与水平方向的双向隔离难题，阻碍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本文提出以服务计算为核心，通过微

服务架构组织各类教育服务组件，形成基于服务的工作流，并借鉴信息生态思维构建服务嵌入、可持续运转

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新一代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运行，可以通过重构系统功能服务、建设数据中台、

梳理核心业务流程、采用低代码定制开发模式和构建基于事权的多级协同机制等路径，整合新旧服务及其支

持系统。构建服务嵌入、面向业务流、多主体协同的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可以有效破解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的隔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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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首次

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习近平，2022），
赋予数字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的新的使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教育数字化转

型已成为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创新的主要突破口

（徐碧波等，2023）。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重

要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建成，各级政府、

企业、学校也建设了多样化的教育平台系统。这

一系列建设成果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将优质教育

资源惠及更大群体、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起到

了关键作用。

随着教育信息化工作迈入全面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新阶段，数据的无缝流转、业务流程的重

塑与创新、组织结构的变革成为新的焦点。过去

建成的数量众多、服务不同对象的各类应用平台，

为学校日常教育教学业务开展提供了信息化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和提

升。但是，随着应用的深入，数据与业务割裂、功

能与资源重复、业务流程无法动态重组、不能支撑

更高层次的组织变革等现实问题逐步暴露，亟须开

展由教育业务驱动的深度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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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垂直与水平隔离难题

当前大量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之间还存在相互

隔离的现实难题，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垂直维度的

同质性隔离与水平维度的碎片化隔离。

首先，不同层级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了

大量教育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与建设工作，行政主

体、投资主体、部门事权和服务群体范围等的不同，

造成垂直维度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之间的相互隔离，

各级人人通网络学习空间存在一定同质性，许多教

师常需要在五级平台之间来回切换奔波，建设并维

护多个相似的个人空间。不同层级的服务平台虽

然在顶层设计上面对的是相应层次的教育工作场

景，但在具体功能规划层面高度相似，重复开发学

籍信息、网络空间、视频直播、资源库等功能。尽

管以国家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代表的部分平

台已经开始推进各级平台之间的整合和统一接入

工作（教育部办公厅，2022），但是这种整合的主要

形式是下级平台向上整合，体现为高层级平台整合

低层级平台的数据与资源，在实践中又面临统一与

个性化难以兼顾的现实问题，无法满足基层特色化

的、贴近本地需求的教育公共服务需求。一方面，

大量“大而全”的教育服务平台和系统相同功能，

不同层级的重复开发，容易带来各级平台之间数据

传输的潜在安全隐患（郭利明等，2022）。另一方面，

大量重复建设的系统普遍存在缺乏持续维护、用

户体验不佳、脱离师生实际需求的情况，师生对系

统和平台的使用流于形式，甚至在平台建设完成后

根本无人使用，最终变成无人访问、数据稀疏的

“数字鬼城”（余胜泉等，2021）。这反而阻碍了教

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其次，师生日常教学需要面对功能和适用范围

不同的众多教育数字化平台，繁杂不堪的碎片化平

台导致水平维度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隔离。教育

教学的全流程涉及从课堂教学到校园运行、区域

教育管理等不同层次的业务，不同业务流关注的角

色、数据类型、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面对不同业

务，实践中存在大量碎片化教育服务系统与平台，

如面向学科学习的教学辅助平台和教学资源共享

平台、面向校园生活的各类智慧校园管理系统、面

向评价的教育数据分析平台、面向行政部门各类

业务的教育管理平台等。师生、家长、管理者面对

的不是统一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而是需根据业务

需求在这些平台之间来回切换，过程繁杂不堪，无

法形成流畅的业务流，用户体验难以保证。各类平

台的数据之间缺乏连贯性，相同数据需要多次录入、

反复核查，人为增加师生和管理者工作量，使很多

教师疲于应对，数字化平台反而成为教师的技术负

担（赵健，2021）。
不论是垂直层次的平台功能同质性，还是水平

层次的平台业务碎片化，都导致平台服务无法真正

发挥作用，数据无法随教育业务而流转，数据赋能

的价值不能充分发挥。这是当前公共服务平台面

临的难题。作为教育信息化高级阶段的教育数字

化转型，需要综合考虑教育业务流程实际需求，解

决各级各类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垂直和水平隔离

难题，构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智慧教育服务生态。

 二、服务架构与生态思维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垂直与水平隔离问题，外

在表现为无法形成无缝衔接的业务流，无法促进教

育业务流程重构，无法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与流程，

无法促进教育业务智能协同，无法推动学校组织结

构的重塑。其根源在于数字化没有触及组织内跨

部门协作、组织外跨单位协作的深层难题。破解

该难题的核心思路是以服务计算为支撑，以支持业

务流动态重组为核心，推进服务组件之间的可信互

操作，实现跨部门、跨组织业务服务流程编排，让

数据多跑路，减少人在不同系统间的切换操作。这

就需要设计全新的教育公共服务技术架构，在核心

模式、技术架构、业务流程和生态构建四方面加以

创新和改进。

 （一）核心模式：服务计算

服务计算是（service computing）是一种以服务

为计算对象和方法的计算模式，强调以面向服务的

思维方式考虑系统功能的设计和组合，将数据、资

源和功能封装为解决特定问题的形式（陈明等，

2010），为用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软件应用和

解决方案，满足用户需求。

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计算模式的优势主

要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直接面向教

师、学生、家长和教育管理者等关键角色，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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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平台、数字教育资源、教育大数据分析

和校园网络安全管理等关键功能及其支撑资源服

务化，将零散的功能和系统封装为面向具体教育角

色的服务模块组件。服务计算的核心理念是“一

切皆为服务”，即让种类丰富的教育服务成为教育

公共平台建设的核心。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师

生通过业务流，与各种组件提供的教育服务交互，

无需关注业务流背后涉及的不同服务提供者和支

撑系统。例如，教师在“备课”这一核心业务时，

需要使用教育云平台的资源共享服务、智能学习

平台的出题组卷服务、学生学科档案袋系统的学

习者特征分析服务、教师同行交流社区平台的改

进意见服务等。这些不同系统封装不同服务，共同

组成教育业务流，与教育公共服务的对象交互。

 （二）技术架构：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是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各类服务组件的具体技术体现形式。

微服务架构将大型应用程序拆分成一系列可独立

开发、测试、部署、扩展和维护的小型、独立的服

务组件，服务组件之间通过轻量级 API进行通信，

相互操作、组合和协同（见图 1）。每种服务只需关

注自身业务逻辑，不必关注整个大型应用程序的逻

辑。这种软件架构可以提高大型复杂应用程序的

伸缩性、维护性和扩展性，降低复杂性和耦合度。
  

教育业务流

教育业务流

API

API

API
微服务

A
网络 A
网络 B

微服务
B

微服务
C 数据库

数据库

数据库

图 1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服务计算模式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需求和功能相对复杂，微

服务架构可以使服务计算的核心思想落地，用于指

导服务平台的设计和开发。将教育数字化平台的

关键功能封装成符合统一接口标准的微服务模块，

可以实现不同教育微服务之间的灵活组合、动态

扩展和逻辑编列。组合不同的微服务，创建具有独

特功能的教育业务流，可满足不同学校个性化的教

育业务需求。微服务架构具有的性能弹性优势，可

以在不同业务流中重用相同的服务组件，并根据实

际负载动态调整和伸缩服务规模，保证公共服务可

靠运行。国家、省市、区县等不同层级的微服务既

可以在各自网络环境中运行，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

开展跨网络重组、通信和异构协作，从而保证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的灵活和数据安全。基于微服务架

构的公共服务平台交付使用后，各种服务可以独立

部署、运行，并由不同的技术团队后续开发和持续

维护，单个微服务模块的调整也不会影响公共服务

平台整体的持续运行，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平台长期

持续运行的维护成本，避免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新的教育业务需求给公共服务平台带来的持续

维护和改进难题。

 （三）业务流程：基于服务的工作流

在实际教育场景中，教育工作的流程往往是动

态、情境相关和多变的（余胜泉等，2022），需要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借助统一的数据中台与业务流集

成引擎，对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开发的各类教育公

共服务组件进行动态重组，形成基于服务的、连贯

的教育工作流（见图 2）。不同主体开发和维护的

系统平台，可提供并动态组合资源和数据服务，构

成跨系统的工作流。因此，公共服务平台内的用户

直接接触的是基于各种微服务动态组合的教育业

务工作流，而非背后的具体实现过程、技术细节或

相互分离的系统。

各类服务需通过服务目录或服务中心一站式

汇总登记，业务流引擎可依据业务流程需求进行服

务的动态发现、选择、组合与协同，并支持不同服

务之间的动态编排、互相调用。将服务平台的服

务组件组合成基于业务线索的工作流，可实现服务

的重用和复用，提高平台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还可以实现服务的灵活组合和协同工作，提高应用

程序对复杂教育业务的应变能力和响应效率。

 （四）生态模式：基于服务嵌入的信息生态新思维

服务计算模式、微服务架构和基于服务的工

作流可以有效支持教育服务的搭建与动态组织。

但是，将这些服务融入日常教与学，还需要构建基

于该架构的嵌入式教育服务生态，并基于信息生态

的思维看待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信息生态

的新思维不仅关注教育信息系统平台的软硬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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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还关注面向用户的精准业务模型建设，将不同

系统提供的服务嵌入用户的具体业务流程，实现对

教育业务工作流的全覆盖。在这种信息生态下，服

务平台的建设思路既不是构建一系列需要用户来

回切换、人为交换数据的割裂平台，也不是搭建一

个抹杀个性化需求的统一系统，而是通过服务嵌入

的方式，按照业务流组合不同的服务组件，实现服

务组件之间的相互协同、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通

过支持智能编排服务支持各种个性化业务流程。

嵌入式服务体系并非要将不同系统汇聚到一个平

台，不是对已有系统的简单整合或数据合并，而是

将不同服务嵌入具体用户的业务流程，通过服务推

送的方式，使不同主体研发的教育公共服务能够触

及千家万户，打造面向广大师生、家长、教育管理

者的一站式服务（祝智庭等，2022）。这种生态是服

务之间相互嵌入共同形成的网状生态，而非由单一

平台派生的生态（例如，微信汇聚了大量第三方服

务），更符合教育服务的特点。

这种信息生态的思维要求人们超越以往逐级

建设软硬件系统的单向技术视角，形成重视教育生

态中人、信息、教育活动、教育环境相互作用的双

向视角，关注各项教育服务的实际嵌入质量和效果，

关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教育管理的实际需求，

关注畅通的教育数据和资源大循环（新华社，2023）
的形成。基于信息生态思维所构建的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和服务体系，能够实现技术工具与现实需求

的协调同步，保证教育服务的可持续维护和良性运

转，是更高层次的教育信息化实践方式（余胜泉等，

2009）。

 三、破解路径

以嵌入式服务生态构建为核心理念，依据以服

务计算为核心的架构进行异构整合，是解决当前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隔离难题的重要途径。

 （一）整合的总体思路

整合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首先要对分离的各类

教育服务系统进行基于业务流程的改造和重组。

改造的关键在于使终端用户从面对一个个独立的

教育信息化系统，变为面对统一的教育公共服务个

人工作台和工作业务流。师生等用户通过统一入

口进入教育公共服务个人工作台，直接访问整合了

不同系统服务的个性化业务流程服务。例如，任课

教师主要关注备课、学生能力分析诊断等业务流，

学生主要关注课程自主学习、课后服务活动等业

务流，班主任主要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班级管

理等业务流（见图 3）。用户接触的公共服务空间

是基于角色业务需求的高度个性化的个人工作台，

而非千人一面的通用网络空间。各业务流在用户

侧通过统一的平台整合，在后台与不同的微服务模

块进行交互和数据交换。用户无需面对一个个分

离的系统平台，而是直接访问与其角色对应的、由

核心业务构成的个人工作台，借助业务流及其整合

引擎，通过数据中台连接各信息系统提供的服务。

不同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经过整合后，需要多

个系统平台相互配合完成跨部门业务，实现流程化

办理，用户无需在不同系统平台之间进行手动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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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微服务组合的教育业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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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切换，真正实现所有教育业务的“一网通办”。

这样不但可以实现单项业务职能由某一管理部门

负责，做到机构不重复、业务不重复，实现业务环

节之间无障碍的协同，而且还能实现跨越多个部门

的业务流程的重组与创新，真正做到从用户体验的

角度设计教育业务。系统平台需要对自身进行服

务化改造，以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形式嵌入用户个人工作台，通过数据中台

连接各个服务，形成贯通的业务流。

师生以离自身最近的校级服务平台为入口，基

于业务逻辑，通过个人工作台即可使用来自国家、

省市、区县和学校的教育公共服务。学校和管理

部门没有技术能力建设的技术服务，可交由企业、

高校等社会第三方研发，以通用云服务的形式接入

服务平台，满足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专业化和

个性化需求（见图 4）。
教育业务流的实现需要依赖国家、区域和学

校不同层级的基础服务组件。终端用户在个人工

作台中，既可能需要使用学校级别的基础教育服务，

如智慧校园生活相关组件和校本课程的相关组件，

也可能需要访问区域、国家或者企业提供的通用

服务组件，如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服务、企业

视频会议服务等。校级服务平台作为用户的服务

入口，需要响应用户需求，对外部的各种服务进行

远程调用。这一过程需要遵循就近整合原则，精确

识别具体业务所需的组件来源，基于服务注册目录

向所需的服务发起请求。换言之，校级服务平台提

供的既有校本服务，也有来自于云端的区域、企业、

国家级服务，本地和远程的服务组件相结合，共同

保障学校、用户的个性化教育业务需求。

在网络技术架构上，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

提供模式可以依赖边、云协同的教育专网架构，建

构学校级边缘云、区域云和国家级中心云相结合

的多层次教育云环境（余胜泉等，2020）。这种多层

次的“就近整合”结构可以让不同层级的服务提

供者有效协同，实现通用数据的共享治理和私有数

据的有效保护，兼顾便利与隐私安全，保证服务整

合的便捷性和个性化。

 （二）整合的具体路径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整合涉及系统重构、业

务梳理、服务接入、定制开发和监督管理。

 1. 系统重构：基础功能服务化

基于服务化思维重构各级各类平台的功能，建

成新型的基于云的教育公共服务组件，是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整合的首要任务。当前，网络基础设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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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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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提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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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迈向云化，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功能应当逐

步进行面向云的服务化重构，使各种服务能力变成

云服务中的组件，并以组件形式的嵌入式结构接入

数据中台，将过去不同系统和平台提供的强耦合业

务系统，拆分成相对独立的、弱耦合的、可复用的

服务组件，并以服务远程调用的形式嵌入区域教育

云节点、校级服务平台（见图 4）。
同时，为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求，由社会力量

提供的通用云服务，也需要作为服务组件接入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当前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复杂，大型

人工智能模型、在线视频点播与直播、VR/AR学

习环境等不可能由学校自行建设，这类服务可以由

具有相关技术和资质的企业或机构将其封装为云

服务组件，接入区域教育云节点和校级服务平台。

服务化重构需要对已有系统平台的业务边界

进行分析和识别，将“大而全”的系统平台分解成

小而自治的服务，并为每项服务设计清晰的 API接
口和设置参数，赋予服务之间相互灵活调用的能力。

采用逐步改进的方式，可保证新的服务化架构与现

有系统的兼容。

对于不同服务主体提供的众多服务组件，各级

职能和管理部门需建立服务注册与监管中心，制定

服务和数据标准规范、确定准入门槛，汇集本级相

关部门、企业和第三方服务组件的基础属性、接口

标准、数据规范、服务对象、内容分级等信息，并

统一汇总存储。学校级别的服务平台可根据自身

业务需要，向服务注册中心请求并调用相关模块，

实现用户按需获取教育公共服务、学校依照就近

原则使用各类嵌入式通用服务组件。

 2. 数据流转：构建统一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的主要目的是对数字化过程中产生

的海量数据进行统一采集、计算、存储、加工，同

时统一数据交互的标准和口径。教育教学业务流

程会产生大量数据，搭建统一的教育数据中台集成

存储、管理和分析数据至关重要。一方面，教育数

据中台作为教育数据流转的中枢，可以提供标准化、

具有一致性的教育数据定义和规范，确保数据的质

量和准确，使不同服务组件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流转

可行。另一方面，教育数据中台作为教育数据的服

务中间件（李爱霞等，2021），可以为教育信息化系

统的应用和服务提供可靠且高效的数据支撑，支持

基于数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决策。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据中台构建的核心是基

于教育业务流实现跨系统的数据汇聚和流转，最终

实现跨越多系统的数据流转和共享。数据中台的

建设要打破以软件为中心的建设思路，以业务流和

数据流为核心推动数字化系统的建设（见图 5）。
首先，数据中台对来自不同业务流程阶段、不同服

务组件的数据进行整合、转化和归一处理，制定适

当的数据规范和转换方法，使跨系统的数据变得一

致、可靠和可用，并整合业务流程数据、外部组件

数据、本地基础数据，实现数据集成。其次，数据

中台通过 API形式封装整合后的数据，在明确授权

的前提下，供公共服务平台其他服务组件调用，实

现数据共享。最后，数据中台要为前端应用提供常

用的数据分析、数据辅助决策服务，同时保证敏感

数据的安全。数据中台的三大功能有助于实现数

据在不同层级、不同功能系统之间的快速流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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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业务流的数据中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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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和优化服务能力。此外，数

据中台还能提高数据管理和应用的效率和水平，推

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不断完善。

 3. 业务梳理：核心服务流程化

随着教育数字化工作的推进和各项教育业务

数字化需求的增加，用户需要面对越来越多垂直维

度的多级教育信息化系统平台和水平维度的多个

功能平台，使用过程变得繁琐，不同系统平台之间

的数据也存在重复、难以流通的问题。部分学校、

区域已对多个平台进行基于单点登录的整合改造，

但是这种浅层次的整合仅打通了不同系统平台之

间的账户信息，师生实际使用面对的依旧是相互独

立和分离的系统平台，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系统间不

断跳转和切换，同时维护多个平台的用户数据、内

容等（见图 6），在这样的模式下，不同系统平台之

间的壁垒并未真正消除。

基于对常见业务功能和通用功能的服务化重

构，通过教育业务流程对其进行重组，就可以为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搭建一站式个人工作台。各

个不同教育服务系统提供的服务模块可以根据服

务对象、数据属性、功能属性的进行分类、重组，

共同组成直接面向用户的实际教育业务流（见图 6）。

为了保证服务模块组合的安全和有效，教育业务流

引擎和服务模块需共同定义服务之间的数据传输

方式、数据安全控制机制、系统权限管理机制和互

操作标准接口等，保证不同服务模块能根据需要有

效重组。在个人工作台，用户面对的是与自己角色

相关的业务，而不是多个孤立的系统，可以集中精

力关注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业务流程，无需关注与当

前业务无关的系统。

业务流引擎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的不同，充分对

服务模块和组件进行组合重用。相同的服务模块

面对不同角色、工作流时可以重复利用，避免重复

开发。例如，学习资源服务既可以作为扩展资源应

用于学生的学科学习业务，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全

面发展，也可以作为辅助资源用于教师备课和教研

业务，帮助教师准备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徐碧波

等，2023）。这两个业务流的服务对象、具体流程

和使用方式完全不同，但可以共享相同的服务组件。

在这样的个性化工作台中，用户面对的是具体的教

育业务流和其中的服务，而非独立的若干个系统。

 4. 定制开发：基于业务流的低代码、可视化开

发模式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与核心业务流

 

办公
系统

办公
系统

教育业务流引擎学籍
系统

学籍
系统

财务
系统

财务
系统

资源
系统

资源
系统

学习
系统

学习
系统

数
据
贯
通

平台跳转平台跳转

个人网络空间
个性化工作台

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身份认证

分离系统

图 6    基于业务流程的个性化工作台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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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发展、政策变化，新的

业务和服务需求会不断出现，各级服务平台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也会涌现个性化需求，这都要求服务平

台具备定制开发能力。传统教育信息化建设将平

台进行汇聚的整合策略往往忽视或者难以满足这

些快速变化、高度定制的个性化需求。因此，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需要基于高度模块化的各种服务，支

持终端侧根据实际出现的个性化需求，动态重组和

定制开发服务组件。这种动态重组与定制开发的

过程应该体现为低代码（low-code）的可视化开发模

式（Richardson & Rymer，2014），支持各级平台的管

理者通过可视化工具、预置的服务组件和业务流

程模板，以拖放组件、配置属性等图形可视化编程

的方式快速构建个性化教育业务流。

相对于传统信息化建设使用方提出需求、寻

找技术团队进行平台整体开发的模式，基于低代码

的服务定制开发有以下优势：首先，通过业务流引

擎可以直接调用不同层级、不同提供者的成熟服

务组件，服务组件的重用有效避免了相似功能的重

复开发，无服务（serverless）的部署模式将运维工作

集中到云端，低代码和可视化的开发模式使非技术

专业人员也可以参与定制开发，降低了开发过程的

沟通、人力、时间等成本，使开发者集中于业务流

程的设计和实现；其次，组件的组合、重用和动态

伸缩可提高公共服务平台的灵活性，即既可以根据

需求动态调整已有教育业务流，又可以将不同组件

组合成新的业务流；最后，基于服务组件的开发模

式保证了组件功能良好的扩展性，且能在原有组件

基础上快速迭代和扩展，降低了研发的复杂度。

公共服务平台的实际落地需要充分利用嵌入

平台的各级各类基础服务组件，支持学校、区域等

服务提供者根据所处层级的个性化需求，构建具有

学校、区域特色的业务工作流，支持系统管理人员

和用户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借助低代码平台和低代

码编程方式，对通用服务组件进行简单的配置开发。

良好的教育服务互操作规范设计、API接口设计、

可视化编程支持，可解决传统教育信息化平台开发

和维护成本高、定制修改和扩展难的结构性困境

（余胜泉等，2021），满足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

 5. 多级协同：基于事权的嵌入式服务组件

职能部门的事权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

理的职能界定，是明确政府应具有何种行为的必要

手段。不同层级的部门有不同的事权与服务范围，

超越部门的事权管理与服务会带来混乱，这在实体

空间也是不被允许的。但在数字空间中，超越本级

事权提供服务已成常态。例如，省行政部门直接为

中小学提供教学过程相关的系统服务。这种与事

权不匹配的服务，一方面无法满足一线教学过程的

个性化需求，不能适应教学实践中千变万化的场景；

另一方面，跨越层次的服务与教育实践一线有疏离，

多个层级行政部门如有雷同要求，将导致教师无所

适从、疲于应付。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高质量整

合，需要不同层级的职能部门基于事权进行多级有

效协同，厘清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避免多头管理、

交叉管理（陈国华，2023）。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合理划分和协调不同层级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部门的事权，避免职责

重叠和不明确，保证各部门仅在行政事权的范围内

为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可嵌入的教育服务组件；另一

方面要加强不同层级和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充分利

用数字化优势，在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内部进行必要

的数据开放和接入，有效推进不同级别、不同部门

之间的业务合作（杨现民等，2022），使不同层级的

嵌入式服务组件互相调用、良好协同，打破数据孤

岛。各级政府需要基于事权统筹服务组件建设，既

不缺位，也不越俎代庖，上级部门不能代替下级完

成相关的建设和支持工作，也不能简单自上而下合

并下级部门所建设的服务组件。

职能部门的事权既是管理的事权，也是服务的

事权。职能部门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

既要分级管理，更要为学校、师生提供分级的嵌入

式、组件式服务。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例，国家

教育服务公共平台已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师生提供

了大量优质的共性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在资源

层面的推进，使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触达更多师生，

但是其服务的形式仍体现为全国师生登录统一的

中心平台使用数字教育资源。基于事权的服务要

求各级部门将所负责建设的服务以组件形式接入

服务注册中心，将教育服务组件嵌入基层平台，这

样师生可以在校级服务平台通过教育业务流的实

际环节访问相关服务，无需登录集中式平台。各级

部门应基于上下分明、各有侧重、科学规范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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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马万里，2013），推进基于事权的多级教育公

共服务组件建设，主动提供与自身职能相匹配的服

务组件，与其他部门的组件高效协同，支持学校根

据相关规定和业务需求，调用和整合不同层级、不

同功能的服务组件，避免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垂直

层次上的重复建设和在水平层次上的数据隔离。

 四、构建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

当前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面临垂直与水平

双重隔离的结构难题。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

面推进，建设工作的重点应逐渐从软硬件基础设施

的建设转为教育公共服务的整合与互操作，构建持

续可用、具有生命力的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

首先，智慧教育服务的新生态是服务嵌入式的。

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追求的是教育公共服务的嵌

入而非汇聚。新生态的构建要改变传统教育信息

化平台建设汇聚数据与功能、搭建全面型平台的

思维定势。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是面向师生、

家长、管理者等提供教育服务。因此，功能开发要

避免“大而全”，追求在平台内有机嵌入各类功能

服务组件。服务教育数字化的各级各类平台，要逐

步将自身转变为符合规范、安全可靠、可互操作的

教育服务组件。各级学校也要避免重复建设，在平

台中充分嵌入来自于区域、企业、国家的教育服务，

借助服务组件完成教育业务。

其次，智慧教育服务的新生态是面向教育业务

的。智慧教育服务生态的基本运行单元是教育业

务流程，而非教育系统的零散功能模块。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通过服务组件的重用和组织，在平台内形

成数据贯通流转的教育业务流集合。用户无需在

不同平台跳转和重复操作，只需在个性化工作台中

即可完成各项教育业务的数字化全部流程，并实现

数据的记录和留存。面向业务的服务模式，可将教

育服务生态的终端用户从各类复杂的信息化系统

中解放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业

务流，增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可用性。

最后，智慧教育服务的新生态是多主体共同参

与的。各主体需紧密协同合作。学校、企业、政府

都是教育服务生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学校是服

务平台的使用者而非拥有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增长，学校具体教育业务和

数字化建设任务都将日益复杂。学校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不应也不能追求完全拥有和掌握技术平

台，而要追求使用适当的教育公共服务，解决教育

教学实际问题。相关教育服务的建设和维护，应由

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根据自身能力和特长加以分

担。企业和相关机构是通用教育服务组件的提供

者，需要立足于教育教学实际需求，开发用户体验

良好的教育公共服务组件，降低组件互操作门槛，

为教育业务流程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政

府部门要依据自身事权，做好监管和统筹工作，建

立和完善服务组件的标准规范，建立和维护与自身

事权对应的服务模块组件，推动丰富多样的服务组

件在教育公共服务系统中完成注册和接入，完善相

关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机制。政府也要及时适应数

字技术的快速升级节奏，助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的规范化和及时更新（朱永新等，2023），既要统

筹相关建设，也要完善管理制度，构建智慧教育生

态（李锋等，2022）。同时，教育服务建设不仅要强

调初次开发的质量，更要重视可持续的服务运营和

良性的服务运转，形成智慧教育服务生态的良性循

环。在此过程中，学校、企业、政府等多主体共同

参与，协同合作，共同推进智慧教育服务生态的构

建和完善，最终在垂直和水平层面逐步破解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的隔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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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n Embedded Service Ecosystem to Solve the
Isolation Problem of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YU Shengquan & LIU Enrui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hile China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building its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ere remains an issue wi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solation among various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This hinder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o building service-embedded and sustainable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is  approach  takes  service
computing  as  its  core, organizes  various  educational  service  components  through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forms a service-based workflow.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specific paths such as system functions’
service-oriented  reconstruction,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core  business  process  optimization, support
for low-code custom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responsibilities.  Ultimately, this  will  integrate  old  and  new  services  and  their  supporting
systems  into  a  new  ecosystem  of  smart  education  services, which  are  service-embedded, business-
oriented, and  collaborative  with  multi-partie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isolation  problem  of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platform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embedded
service ecology；service architecture；vertical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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