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 

入库出库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丰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提升资源质量，实现对资源

的动态更新调整，满足师生和社会公众对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音

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主管单位和服务提供单位及其资源提供者在开展数字

教育资源的入库出库工作时，应遵循本办法。 

  本规范所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及其接入的平台、专题板块。 

  本规范所称数字教育资源（以下简称资源），是指通过平台面向师生和社会公众提

供的网络课程、数字教材、数字图书、教学课件、教学案例、虚拟实验实训、在线教

研视频、教学应用与工具等类型的教学和学习资源。 

  本规范所称资源提供者是指资源的提供单位或者个人。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的入库，是指资源通过择优遴选、汇聚加工和内容审核等，在

平台上线并提供服务的过程。 

  第四条 本规范所称的出库，是指平台的资源出现不宜继续在平台提供服务要求的

情形时，从平台下线的过程。 

  第五条 平台资源的入库出库应坚持“择优入库、常态监测、定期评估、动态调

整、公益服务、安全可靠”的原则。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教育部负责统筹协调平台资源入库出库监督管理工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依据职责负责本地区平台资源入库出库监督管理工作（以下简称平台监管部门）。具体

工作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负

责。 

  第七条 平台资源入库出库应建立以平台主管单位为主导，平台服务提供单位、资

源提供者具体实施的工作机制，并按职责落实资源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第八条 平台主管单位应当编制平台资源建设规划，制定入库出库工作细则，建立

择优遴选、内容审核、应用监测、评估反馈、问题处置和动态调整等制度，指导平台

服务提供单位、资源提供者开展入库出库工作。 



  第九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应按照平台主管单位的要求，做好资源入库出库的技术

支撑、内容审核等工作，对资源应用情况开展监测评估。 

  第十条 资源提供者应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

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资源提供者应全部责任到人，所交付的资源应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不存在权属争议，内容制作符合技术规范、内容审核等要求，无违法违规和不良

信息。配合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做好资源入库出库工作。 

第三章 入库管理 

  第十一条 资源提供者可采取自主开发资源、组织优势单位开发资源、从地方或学

校遴选在用且效果好的资源、与拥有特色资源的单位共享资源等多种方式择优汇聚资

源。 

  第十二条 资源提供者应具有资源著作权或与权利人签订再授权协议，获得资源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确保权属清晰无争议。 

  第十三条 按照《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资源提供者应

在交付资源前进行内容自审、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应在资源入库前进行内容审核，确保

资源内容安全。 

  第十四条 按照《数字教育资源基础分类代码》《数字教育资源元数据》等相关标

准，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应指导资源提供者对交付的资源完成元数据标注，确保资源分

类、搜索、推荐、应用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 

  第十五条 按照《智慧教育平台 数字教育资源技术要求》，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对资

源提供者交付的资源进行技术审核，确保符合平台入库技术要求。 

  第十六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与资源提供者在资源入库时应签订资源服务协议，获

得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则上交付的资源应部署在平台上。对于外链资源，平台服务提

供单位应与资源提供者签订数据共享协议，获取资源使用数据。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原

则上不得通过外链平台的方式进行资源入库。 

  第十七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对入库的资源应开展常态化应用监测和内容巡检，真

实、客观记录资源管理和应用数据。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公布投诉、举报方式

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 

  第十八条 平台主管单位指导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建立资源动态评价机制和报告制

度，定期开展资源评价，向平台主管单位报送平台资源应用监测评价报告，向资源提

供者反馈交付的资源应用情况，提出资源更新建议。 

  第十九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范，采取技术措

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和资源安全，依法留存网络日志。 

第四章 出库管理 



  第二十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如发现资源内容存在违法违规内容等问题时，应当立

即停止传输该资源，采取出库处置措施，防止资源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平台主

管单位和监管部门的网信办报告，向资源提供单位通报。造成严重影响的，应按程序

报上级监管部门的网信办和属地网信部门、公安机关。 

  第二十一条 平台服务提供者如发现资源内容存在违反政治性、导向性、科学性等

问题时，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资源，采取出库处置措施，防止资源扩散，保存有关记

录，并向平台主管单位和监管部门的网信办报告，向资源提供者通报。造成严重影响

的，应按程序报上级监管部门的网信办。资源提供者对问题进行整改后，可重新履行

入库程序。 

  第二十二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如发现资源存在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等问题

时，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资源，采取出库处置措施，防止资源扩散，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平台主管单位报告，向资源提供者通报。资源提供者对问题进行修复后，可重新

履行入库程序。 

  第二十三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在平台主管单位的指导下，依据资源应用监测评价

报告，对存在浏览量较小、应用情况较差、用户评分较低、受到投诉举报较多等情形

的资源，及时对资源提供者进行提醒，对长期应用不好的资源采取出库处置措施。平

台每年的资源更新率原则上不低于 10%。 

  第二十四条 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如发现平台主管单位明确的其他出库情形，在向平

台主管单位报告后，按要求对资源采取出库处置措施，并向资源提供者通报。 

第五章 监督评价 

  第二十五条 各级平台监管部门建立平台运行监测机制，对平台运行、资源目录及

动态调整、资源应用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掌握平台及资源的服务情况。 

  第二十六条 各级平台监管部门通过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督促

平台主管单位、平台服务提供单位以及资源提供者依据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规范资源

服务行为。 

  第二十七条 平台主管单位每年年底前向平台监管部门提交资源建设与应用工作报

告。各级平台监管部门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对平台主管单位、平台服务提供单位及资

源提供者履行主体责任、资源建设与应用成效等开展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对各单位年

度考核、经费预算的参考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范由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