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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指出要积极落实教育乡村振兴工作，深入实施教

育“十四五”规划。目前重庆市乡镇小学的教育管理工作还处于较为传统的阶段，存在重视程度不够、

功能取向发掘不足、平台权威性不足、推送内容与形式单一、推送缺乏规划等问题。本研究聚焦以上问

题，从平台定位、平台完善、平台设计三个方面，提出建设建议，促进教育管理信息化，从而真正实现

家校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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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re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ru-
ral areas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educa-
tion management work in Chongqing township primary schools is still at a relatively traditional 
stage, with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functional orienta-
tion, insufficient authority of the platform, single content and form of pushing, and lack of plan-
ning of pushing. Focusing on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study proposes construction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platform orientation, platform improvement and platform design, to promote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so as to truly realize home-school co-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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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现状 

信息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学校体量庞大，很多新出现的信息技术，由于

设备有限、技术人才欠缺，并未优先辐射到教育领域，在教育管理信息化的进程中以高校为主，少数发

达地区的个别中小学才有条件进一步进行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深化。究其原因是小学得到的教育资源投入

相较于高校有限，技术人才储备不足等。因此，以小学教育尤其是乡镇小学领域内的教育管理信息化进

展相对较慢，目前乡镇小学学段的教育管理工作还处于较为传统的阶段，普遍存在信息化教育管理平台

建设不全面的情况。 

2. 小学教育管理中微信公众平台运用现状 

互联网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私密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微信公众平台整合了 QQ 和微博等多种

社交软件的功能，逐渐成为学校信息传播、家校沟通、学校管理、教学辅助的新渠道，微信公众平台被

绝大多数的高校、中小学作为教育管理信息化的主要互联网平台。因此本文将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以

重庆市乡镇小学为调研对象，探讨互联网平台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2.1. 小学教育管理中微信公众平台的主要功能 

2.1.1. 学科教学辅助 
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优化移动学习模式已成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在现代教育领域面临的全新课题[1]。微信公众平台以新理念、新方法、新内容为网络

化教学打开一扇窗户，让学生学习和了解了更多知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无疑是引导学生开展移动学习

最好的方式。“教师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组织学生开展数学学习活动，能够打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增

强数学教学的便捷性。”[2]例如，学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课录像，可以反复多次对学科知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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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寻找与新知识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完成新问题的提出，实现了“温故知新”，提高了学生的整体

学习效果。在网络环境中，微信公众平台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环境，它不仅为学生打开了学

习的新世界，提供了一条便利快捷的学习途径，还满足了乡镇学生对学习资源的需求和期望[3]。 

2.1.2. 促进家校沟通 
微信公众号平台教学模式是在信息化技术与家校联合机制当中产生的教学模式之一[4]。家庭与学校

之间可以用微信公众号进行联系，这样家长和老师可以将学生在家庭以及学校当中的表现进行及时沟通

交流。通过微信公众号在家校联合机制当中的应用，可以提升家校联合机制的开展效率。如重庆市巴蜀

小学除了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平台记录报道开展的家校合作实践活动之外，还邀请家长分享教育心得或理

念，不仅帮助学校了解了学生家庭教育环境，还提供了家长与家长之间交流的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家校

共育的沟通效率。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家校共育出现新形态，不局限于传统的“请家长”“打电话”，

而是通过互联网的帮助，让家长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不缺位，提供了更便捷的家校沟通渠道。根据笔者

在重庆市各区县乡镇小学中抽样调研显示留守儿童学生比例为 47.43%。在笔者与重庆市 K 区三汇口小学

的班主任访谈了解到，该学校的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地务工，教师与家长沟通局限于电话、短信，班

主任逐个进行电话家访费时费力，并且家长无法全面了解孩子的成长状况。因此学校可以依托微信公众

平台搭建家长与教师沟通、了解孩子成长的有效渠道。 

2.1.3. 打造校园文化和特色 
校园文化的打造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体宣传，互联网站(校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也

是重要的传播途径。由于微信用户群体庞大，微信订阅号的传播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微信的分享功能，

订阅号发出的信息内容极易进入人际传播的范畴，这些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的双向性、反馈性、及时

性更强，而且，传播的接受度更高，传播效果更好[5]。因此将微信公众平台运用于校园文化打造过程中，

并逐步形成学校特色，可以宣传学校工作，打造良好的社会形象，营造学校文化氛围的形成，丰富学校

文化渲染，扩大学校教育影响。 

2.2. 小学教育管理中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的主要不足 

相较于传统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内容更快捷、呈现形式更丰富、互动交流更便捷，已经逐

渐成为学校信息发布、教师资源分享、学生线上学习的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在重庆市部分区县的乡镇小

学进行调研，发现微信公众平台在乡镇小学教育管理的实际运营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2.2.1. 互联网教育管理平台重视程度不够 
以重庆市 H 区为例，笔者随机抽样了 50 所小学并搜索其名下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最后发现仅 14 所

小学建立了微信公众号，随后笔者对该 14 所小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深入跟踪，发现只有 5 所小学的微

信公众号切实运营。紧接着笔者以同样的方法在重庆市其他九个区县进行随机抽样，发现教育信息化互

联网平台建设率同样较低，均低于 50%，且个别区县建设率低于 10%，实际运营率极低，均在 15%以下，

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school public accounts in some districts, counties and towns of Chongqing 
表 1. 重庆市部分区县乡镇小学公众号建设情况统计表 

区县 H 区 Y 区 K 区 D 区 F 区 N 区 Y 县 Q 区 

建设率 28% 30% 16% 35% 24% 12% 8% 18% 

运营率 10% 15% 6% 12% 8% 4%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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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取向发掘不足 
目前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取向主要分为三种：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号，功能丰富，然而重庆市乡

镇小学关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取向普遍发掘尚浅。在表 1 提到的八个区县中，仅 H 区 1 例、Y 区 2 例、

K 区 1 例、D 区 1 例设立了服务号或企业号对用户进行了分类管理。例如，H 区凤凰小学通过建立企业

号对教职工的进行了细化管理，包括日常缴费、签到考勤、通知通告等，虽然实现了学校内部事务的管

理信息化，但是却忽视了可以设立订阅号呈现学生的成长过程进而将微信公众平台搭建成家校共育的网

络阵地。 

2.2.3. 信息化管理平台权威性不足 
教育管理信息化互联网平台搭建便利，所以易出现假冒伪劣的账号，因此官方号需要认证以此保证

权威可信。如图 1 所示，认证成功的账号会在主页进行认证信息的标示。经过认证的微信公众平台其所

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会大大提高，但目前重庆市乡镇小学普遍认证程度不够。笔者针对重庆市各区县小学

建设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抽样，得到各区县小学微信公众平台的认证情况，其认证率不超过 20%，未经

认证的账号可能存在假冒等风险，可信度降低。 
 

 
Figure 1. Certified versus uncertified accounts 
图 1. 认证账号与未认证账号对比 

2.2.4. 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内容与形式单一 
从当前小学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内容的主题上看，主要体现“时事”这一特点，在内容上可细化分为

校园新闻、教师科研、学校联谊、师生风采展示等。但笔者随机调研了重庆市 10 所乡镇小学的公众号页

面，发现其报道的内容几乎都是校级事务、教师教研等，而家长更关注的学生成长、学生风采展示等方

面内容较少。在推送的形式上，大部分的学校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通过新闻稿加图片的组合对事件进

行简要报道，只有极少数学校采用了插入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呈现内容。 

2.2.5. 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推送缺乏规划 
新课标指出学校要推动育人方式变革，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经笔者调研重

庆市某市重点小学，其在学期工作日内平均每月发布 8.5 篇推文，在寒暑假等长假期间内，内容发布数

量相比下降至 4 篇，下降比率约为 47.06%。K 区某小学在学期内平均每月发布数量仅 1.5 篇，假期甚至

出现断更的情况，其余同区乡镇小学发布数量更少。各小学微信公众平台内容推送数量在长假期内骤减，

忽视了在长假期内，帮助学生增长课外知识，拓展知识面的学习机会。 

3. 微信公众平台在小学教育管理运用的对策建议 

3.1. 准确定位平台，力求实现最优价值 

本研究旨在帮助各小学建设、管理好学校教育信息化互联网平台，从而将学校的教育管理互联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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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受众辐射到教师、学生、家长乃至社会。从微信公众号平台自身的基础功能出发，结合教育部对教育

信息化推进的要求，不断挖掘拓展互联网平台的潜在功能并与“教育信息化”“家校共育”“五育并举”

等热点关注问题进行有机结合。 

3.1.1. 明确自身定位，打好坚实用户基础 
从运营方即学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创立公众平台尤其是一个学校的公众号需要从建立之初就明确

自身的受众群体，作为乡镇小学的微信公众平台需要第一服务对象定位在乡镇居民，不能一味追求城区

学校高大上、时髦的推送内容。 

学校建设的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受众为家长。在平台进行推送时，需要适当对推送内容进行甄选，满

足家长的需求。例如家长们希望看到关于学生在学校的成长经历，与学生直接参与的学习活动等方面的

报道，因此学校的互联网平台应该从家长的关心角度选择内容，将报道学生的内容作为内容推送的核心，

将平台打造为一个“学生动态平台”。 

3.1.2. 合理运用平台，探寻平台功能潜力 
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功能潜力巨大，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教育管理实际需要建设不同功能定位

的教育信息化平台。例如，学校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实施个性化教辅、学生管理等具体项目，增强课程

适宜性，坚持与时俱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新成果，更新课程内容，体现课程时

代性。 

3.2. 反馈完善平台，拓展线上育人模式 

学校信息的传播受众主要是老师、学生和家长。我们不妨深刻地思考一下，我们所推送的内容是否

是受众所需要的内容，是否是对受众切实有效帮助的内容。通过不断地反思，我们才能在公众平台推送

出高质量的产物。根据调研的结果综合来看，笔者建议学校根据受众的需要调整内容，确定适合受众的

内容，帮助他们工作、生活和学习。对于教师来说，学校可以推送一些示范课，帮助新教师迅速上岗，

帮助其提高教学效率和班级管理，对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能够尽快实现专业成长。对于

学生家长可以创新性地推出“双减”政策视野下家庭教育辅导方案，以及留守儿童关爱指南。对于学生

来讲在课程学习的同时可以推送相关拓展知识、动画科普等视频，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3.3. 科学设计平台，着力优化使用体验 

从笔者所调研的小学得到的相关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的结果来看，在平台的设计上缺乏深化，平台运

营者更应该设身处地地想“应该产出什么”“怎样去产出”“如何高效地收集产出结果”，以此获得有

效的管理经验从而确保平台能富有活力地运转下去。因此本小节将对以上三个问题做出回答，提供相关

的解决建议。 

3.3.1. 制定运营计划，优化产出环节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公众号在建立后没有合理的规划和强有力的运营方支撑便

无法产出高质量的内容，在最终出现管理混乱的情况而导致公众号发展停滞。因此学校需要制定一套长

久且可持续运营的方案，并组建一个有运营经验或技术支撑的团队。 

3.3.2. 组建专业化或专职化团队 
小学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长期运营是一个凸显专职化且事务较为繁重的工作。以高校视野来看，学

校的流媒体运营直接或间接受到校党委宣传部管理，在分工上有领导管理层、实际运营层、后台维护层。

对于一个乡镇小学虽然其办学规模不大，但所以处理的事情小却杂，如果将运营公众号的工作交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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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或教育一线的老师那么其本职工作和运营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工作完全可

以交由学校的信息老师或者监管宣传工作的老师联合负责，通过组建专业化专职化的团队，使官方微信

公众平台更长久地运营下去。 

3.4. 细化内容归类，巧用栏目设计 

3.4.1. 归类推送，明确消息类别 
当前手机应用类别丰富，数量庞大。在调研中，有不支持建设微信公众平台的受访者表示，手机应

用推送消息，应接不暇，同时学校的消息又太多，只想知道与自己相关的消息，不愿意再多花费精力去

甄别信息。考虑到学校建设的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受众为家长与教师，除了学校的消息，手机里通常还有

大量工作、生活、娱乐等数量巨大的消息推送，因此学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需要将新闻归类，通过后

台管理将公众号关注者划分为不同类别，将特定的消息推送给相关人员，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将

只需要部分人接收的消息推送给所有用户，避免推送消息轰炸。同时，消息标题应当注明类别，使用户

能在短时间内对消息做一个初步处理。比如，现在是星期天中午，学生星期一返校需要收集健康状况，

消息推送时，可标注“健康排查”，家长在未点击进入消息页面的时候，便已经可以规划任务以及完成

的时间等。 

3.4.2. 设计栏目，打造快捷窗口 
微信公众号除了消息推送还有许多功能，为了方便用户快速使用，需要对微信公众平台的 UI 栏目进

行设计。 

如图 2，笔者将微信公众号栏目大体分为“校园新闻”“党团工队”“师生发展”三个栏目，如图

所示，分栏目打造快捷窗口，帮助用户快速寻找相应的讯息、服务。 

 

 
Figure 2. Design of public account column 
图 2. 公众号栏目设计 

3.4.3. 完善反馈机制，增加受众体验 
家校共育的有效建立，要求家长要参与到学校管理的改革中来，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互动。学校公众

平台的建设仅靠学校自身难以全面，需要多方参与者共同完善。公众平台可以搭建起与家长沟通交流的

桥梁，以家长的实际需求、使用体验出发，不断补充家长想要获取的信息，加强家长对学校开展的教育

教学活动的了解，在家长的反馈中，不断全面呈现学生的成长过程，持续深化家校共育。 

4. 结语 

当前，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了家校共育的重要载体，为家校共育提供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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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渠道。在乡镇小学，大多数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使微信成为众多家长与学校、

老师沟通的一个有效的渠道，并且随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逐步落实，越来越强调学

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为例，各类活动的实践与学习都可以

微信公众号为载体进行，学生可在上面观摩劳动、学习劳动，课后可上传实践结果，老师和家长可以共

同进行批阅和检验。同时也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存档，生成成长报告，让家长更加了解学生的成

长状况，使家长与学校站在教育学生的统一战线，切实达到“家校共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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