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学习终端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1 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项目根据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关于第五批教育装备行业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教

团标文[2021]5号）于2021年 4月进行立项，项目名称《智能学习终端技术规范》，项目编号：JYBZ2021003，
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牵头协调单位。本次标准的制订自 2021

年 4 月开始，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2 制定意义

近年来，智能学习终端作为教育信息化时代学生学习工具，改变了学生以往单一的学习模式，拓展

了学生学习渠道，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加了课堂交互性，加强了互动有效性，提升了师生交流及

时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教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当前智能学习终端产品丰富，各企业生产的产品功能、形式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从中小学教学需求出发，产品的功能、性能、作用等方面都需要系统梳理和总结，产品的验收、使

用、管理、安全等方面需要加强指导。

调研发现，尽管智能学习终端的需求快速增长，但相关的产品内容、产品要求、验收管理等方面的

标准均属空白，目前还没有适用智能学习终端的相关标准发布。因此，制定一部面向中小学校的智能学

习终端的技术标准，可以帮助企业指引产品研发方向，帮助学校规范装备建设。本项目团体标准的编制

将填补教育信息化领域标准化工作空白，完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标准的主要过程如下：

1）预研。2021 年 1 月-3 月，经过前期广泛调研，确定了以智能学习终端作为团体标准的申报项目；

2）立项。2021 年 3 月 5 日，科大讯飞正式成立团标工作组，并按照中国教育装备协会《关于开展

第五批教育装备行业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提交相关申报资料；2021 年 4 月 1 日，正式

通过中国教育装备协会第五批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2021 年 6 月 29 日邀请教育装备部门领

导及行业内知名厂商召开《智能学习终端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启动会；

3）起草。 2021 年 7 月-12 月进行了广泛的行业厂商邀请，最终确定科大讯飞、华为、联想、同方

股份、四川长虹作为标准起草参与厂商，协同参与厂商结合行业特点及技术特点进行了内部研讨，于 2022

年 3 月份确定了内部讨论稿；2022 年 5 月 9日，联合团标外部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河南教育

装备行业协会、参与厂商、第三方检测机构及用户代表召开了第一次智能学习终端团体标准研讨会。期

间又多次组织与指导单位、参与厂商、第三方检测机构研讨。2022 年 11 月 10 日，联合团标外部指导单

位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及参与厂商召开了最后一次智能学习终端团体标准研讨会。最终经过多轮广泛征

求意见，于 2023 年 1 月份形成标准草案稿，报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秘书处。

4）形式审查。2023 年 2 月-4 月，团标委秘书处与编制工作组多次沟通协商，对标准进行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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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公开征求建议。

3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从中小学教学需求出发，对产品的功能、性能、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对产品

的验收、使用、管理、安全等方面进行指导，适用于中小学学生智能学习终端，规定了产品的硬件指标

和功能要求，并对学校甄选和验收提出了参考建议，突出标准的导向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3.2 主要技术内容

3.2.1 图像采集

应支持图像采集，采集的静态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5 000 000 px，动态图像的帧率应不低于15帧/s，
色彩还原应正常，聚焦应清晰。

3.2.2 声音采集

应支持通过麦克风或麦克风阵列进行拾音，声音采集频率响应范围应不小于125 Hz—10 kHz，信噪

比（A计权）应大于60 dB，采样率应不小于16 000 Hz，采样精度应不小于16 bit。

3.2.3 音频特性

应支持通过扬声器播放音频，硬件终端至少具备2个扬声器。

3.2.4 显示性能

序号 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

1 分辨率（像素） 1 920×1 080

2 对比度 ＞500：1

3 水平可视角 ≥160°

4 垂直可视角 ≥160°

5 亮度 ≥150 cd/m²

6 色域覆盖率 ≥72%

7 闪烁 不应出现可察觉的闪烁；闪烁等级≤-30 dB（60 Hz）

8 低蓝光 RG0

3.2.5 触控性能

序号 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

1 触摸点数 ≥5

2 画线灵敏度 ≤8 mm

3 点击准确度 中心偏离≤1.5 mm，边缘偏离≤2 mm

4 划线线性度 中心偏离≤1.5 mm，边缘偏离≤2 mm

5 点击抖动度 中心偏离≤1.5 mm，边缘偏离≤2 mm

6 书写延迟 ≤50 ms



3.2.6 气候环境适应性

应符合GB/T 2423的规定。

3.2.7 机械适应性

应符合GB/T 2423的规定。

3.2.8 硬件安全

应符合GB/T 39720-2020中6.1的规定。

3.2.9 系统安全

应符合GB/T 39720-2020中6.2的规定。

3.2.10 应用软件安全

应符合GB/T 39720-2020中6.3的规定。

3.2.11 通信连接安全

应符合GB/T 39720-2020中6.4的规定。

3.2.12 用户数据安全

应符合GB/T 39720-2020中6.5的规定。

3.2.13 智能感知

应实现对环境内软件及硬件状态进行信息采集，对环境和活动进行识别、感知和记录。

3.2.14 智能监管

应具备应用程序下载功能，且具备不良应用黑名单，应对不良应用进行筛查，阻止不良应用下载。

宜支持设置应用的可用时间段和可用时长，限制应用的使用时段。网址访问应经过审核，对于已过审网

址，应支持取消使用。

3.2.15 跨域拓展

应支持对终端软硬件进行拓展应用。宜具备与教室大屏等课堂硬件联动使用的能力，可进行同屏、

接收教师布置的课堂活动任务等。宜具备通过互联网跨域远程拓展同步教学活动的环境空间。

3.2.16 同步资源

应涵盖小学或初、高中的各科教材配套资源，针对不同学段的学习要求提供针对性学习资源。同步

的资源应具备版权。

3.2.17 拓展资源

应支持多类型的拓展学习资源。应涵盖电子课本、图片、微课、习题、课件、动画、H5（HTML 5，

第五代超文本标记语言）等富媒体格式。宜包括语言学习、要点解读、同步测试、拓展阅读等多场景资

源应用。应保障资源安全。应基于内容识别能力，能识别涉黄涉暴涉政内容并进行屏蔽。资源可增加水



印、防盗链，防止恶意下载资源，保证资源合理使用。不应包含网络游戏、低俗小说、娱乐直播内容等

与学习无关的不良信息。设备对接的搜索资源需要过滤，不应有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容，且对于

不良内容能够及时排查屏蔽。

3.2.18 个性化推荐资源

宜通过技术辅助诊断学生学情，为学生规划适用的学习路径，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

3.2.19 学习工具

应支持包含线上电子笔记、电子词典在内的知识管理工具，包含在线练习或作业、错题本等在内的

答题测练工具。宜支持包含学习计划在内的任务管理工具。

3.2.20 学习互动

宜支持授课教师与学生通过学习终端进行多种类型的师生互动。宜支持学生间通过学习终端进行多

种类型的生生互动。宜支持学生与学习终端通过人机互动展开多种类型的学习活动。

3.2.21 学情分析

应支持记录并为学生呈现学习过程行为数据，获取学生答题记录，并基于对答题结果的诊断生成答

题报告、知识点掌握程度报告，为学生提供学习建议。

4 采用国际标准

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的国际标准。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5.1 硬件部分

硬件部分的意见及处理包括：

1）接口规定，统一按照主流通用接口规定，其他接口可选，不作统一和限制规定；

2）低蓝光：低蓝光部分参考 GB 40070—2021 要求，需要达到 RG0 标准，内部确认。另外增加闪

烁的要求，体现智能终端对视健康的要求；

3）寿命类测试：按键、接口寿命测试次数来源，基于目前行业内标准、内部测试数据，制定了一

个基础指标；

4）CPU和存储：对后端应用服务支持的性能要求，对 CPU和存储的最低性能的要求，符合 GB/T
9813.2—2016 中 4.3 的要求，CPU应不低于 8 核，内存≥4GB，存储≥64GB；

5）部分标准指标比较偏低：分辨率等指标结合各厂家提供相应指标的反馈值，标定相应标准值，

主要对标部分行业标准；

6）试验方法：根据各厂家反馈试验方法的意见，统一修订，参考国行标的试验方法规范。

7）检验规则部分按照标准检验规则定义和要求，修改类检验规则定义和检验项稽核；

5.2 软件部分

软件部分的意见及处理包括：



1）需要评估软件硬件是否需要区分开。经沟通评审，形成需要以软硬件一体形式的基本共识，但

基于学习终端的公平、普适性要求，需要考虑对三方学习软件及资源的兼容性。

2）团标的适配对象是面向 2B的客户还是 2C的家长客户，经沟通评审，形成可同时面向 B端用户

及 C端用户进行购买决策的参考。

3）软件测试方法中，“应用功能性测试连续运行 200 次以上”建议对“应用功能性测试”概念进行补

充，便于统一共识。修改为“使用自动化脚本对应用软件功能连续运行 200 次测试”
4）云计算模块是否有必要保留。经沟通评审，考虑到学情分析等模块依赖云计算能力，故该模块

需要保留，可以修改优化标准内的描述，并删除与本标准关联性较弱的内容表述，并突出教育应用场景

描述。

5）修改总体架构图各模块与修改后的文章主体内容一一对应。

6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如获批准，在推广和实施本标准的同时，将填补教育信息化领域智能学习终端标准化工作空

白，完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同时也能帮助企业指引产品研发方向，帮助学校规范装备

建设。要求广泛地通过多种途径和相关媒体宣传贯彻该标准，例如《中国教育装备网》、《中国教育技术

装备》等。

7 关于标准名称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学习终端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测试项目与判据等。适用于平板类智

能学习终端，其它学习终端可参照执行。

《智能学习终端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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