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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步入2.0时代，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新型教学方式对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来说既是考

验也是机遇。在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快速向前发展的背景下，农村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却依然面临着基础教

育设施不完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现有的信息化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诸多问题，基于农村

教育信息化面临的问题，本文从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和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对未来发展的优化路径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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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2.0 era.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not only a test but also an opportu-
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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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ru-
ral educa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basic education facilities, insuf-
ficient teachers’ information teaching ability, and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rur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per-
fec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principal’s information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teaching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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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教育信息化步入 2.0 时代，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深层次变革的新力量，旨在运用互联网思维，

对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创新，使教师在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方式变得多样化，不仅能够避免师生课堂互

动仅局限于教师的语言描述，在课堂中添加感官参与视觉欣赏元素，使学生的理解更加形象、直观、全

面，体悟更加深刻准确，还能为有课程需求的学生传递更多优质的学习资源，弥补现实教学条件的不足，

以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新时期为农村教育信息化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2020 年春季延迟开学期间，教育

部提出了利用好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停课不停学”，触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各级各类

学校纷纷积极响应此次号召，取得了家校融合、线上线下相配合的多层次信息化教学模式。但是期间也

暴露出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学校本就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信息化教学设备，相比之下，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或贫困的薄弱地区，还存在大量被网课“漏掉”的学生。 
借助线上教育，可以使本就缺少优质教师资源的农村教育与城市地区共享到高质量教育资源，使农

村学生也能够汲取到高质量的教育养分，是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途径。优质均衡是我国义务教育发

展的核心价值取向与终极追求，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已开始由“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进入全面

提高质量的新征程[1]。而线上教育的实质就是借助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推动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也指出教育信息化具有突破时空限制、覆盖面广、资源共享的独特优势，是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2]。因此，深入分析农村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症结，改变农村教

育信息化的现状，创新并推动其建设，是促进我国农村教育快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重要环节。 

2. 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问题表现 

2.1. 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备 

信息化教育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是衡量农村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硬件指标。在教育部发布的《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教育信息化 2.0”概念，这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步入 2.0 时代，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加强了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帮扶建设力度，政策上也不断向农村地区倾斜。

尽管如此，在许多农村学校依然存在信息化硬件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如网络信号卡顿不流畅，学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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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量与学生数量比例失衡，硬件设施的内在配置较低，机器损坏率较高，使用率较低，学校数字资源

匮乏，现有教学软件不能够满足现实教学需求等，且这些教学设施的日常维护升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

存在“重建设、轻利用、轻维护”现象，本应成为辅助教学工具的设施反而加重了农村学校的经济负担。

此外，由于部分农村地区个人信息化设备缺乏，导致课余时间段或非常态化时期的线上教学无法正常进

行，或已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线上、线下教学混合的教学模式将逐步常态化，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场域正在形成，农村师生个人信息化学习设备的缺乏，将使城乡间数字

鸿沟进一步加大[3]。 

2.2. 制度体系不完善 

首先是信息化教育设备管理制度的缺失。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农村信息化教育体系，对投入到农村

具体区域学校的信息化设备的投入数量、版本配置、质量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人员、维护人员的专业水准

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其次是信息化教学设备的经费管理制度缺失。政府虽然是供给主体，但财政的拨款大块用于提升升

学率，用于信息化建设的数额还是相当有限[4]。根据从教育部官网整理的 2017~2019 年的信息化设备投

入总额分别为 17,505,555.78 万元、15,870,274.95 万元、14,251,585.04 万元，据统计调查，当前我国有近

7 万个农村教学点，教育信息化投资需要 140 亿元[5]。这些资金经过层层分配，最终投入到农村各学校

的信息化建设中的资金还是有所不足。 
此外，还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项目推进缺乏明确要求、科学指导和有效评估[6]。一是农村教

育信息化建设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合力，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缺乏系统有效的互联互通机制，统筹

协调推进的信息化教育格局尚未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推进速度。二是缺乏

长期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由于设备的维护更新时间不定，所需人力及经费零散琐碎，为了减少设备维

护的费用，部分学校的故障设备闲置，会造成更大的教育资源浪费。三是缺少科学的指导和有效的评价

体系，一些农村学校的校长或教师观念陈旧，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浮于表面，为了达到建设标准

而建设，使用方法不到位，使用率低，达不到应有的信息化教学成效，也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

系，缺少自觉有效运用的意识和激励机制。 

2.3.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 

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部分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意识淡薄。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农村教师接受

高质量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对信息化的教育理念认识不够深刻，简单的将信息化设备

当做传统教学的辅助工具，而不能意识到信息化为新时代的教学方式和育人目标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使

得信息化教学流于一种授课形式，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便利为完善教学内容和开阔学生眼界发

挥效用。 
另一方面，诸多农村教师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对网络教育资源也不够了

解。已有研究表明，高学历、年轻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技能要强于低学历、中老年教师[7]。但是年轻的优

秀教师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学校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缺口，部分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的核心力量趋于老龄化，

这些老教师大多对于信息化教育缺乏敏锐的感知，积极性不高，对信息化设备的有效利用存在一定阻碍。 

2.4. 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一是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大多是以城市学校的教材版本和课程进度进行的，

在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教师的参与较少，这就导致能够满足农村线上教学实践的优

质资源短缺，农村学生在共享信息化教育资源的同时，会出现版本不配套、进度不同步等状况，影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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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成效。 
二是处于监管松懈环境下的学生容易产生学习倦怠，自律意识薄弱，通过信息化学习资源的效果难

以得到保障。在学生缺监督时，由于需要用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接受在线课程，很多学生会缺乏自觉性，

边打游戏边观看直播课、“直播分屏”、直接放弃直播课程等情况比比皆是，教师也鞭长莫及，授课效

果无法保证。 
三是线上教学期间，由于教师在线时长有限，每节课的有限时长里绝大部分用来传达教学内容，但

学生对当堂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无法实时准确了解。尽管可以开展直播测试，用家长监考的形式来检

验学生的学习状况，但这样的成绩真实性有待商榷，并且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如果存在留守儿童或单亲

家庭问题，这种检测方式更是收效甚微。 

3. 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路径优化 

3.1. 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对于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加强顶层设计规划，才能自上而下有条理地施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才是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的根本保障。 
第一，完善农村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使教育信息化有基本的硬件支持。一方面，从供给侧进

行改革，在实现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大面积覆盖的基础上，硬件设施数量上要有保证，并且不只是单纯的

场地和数量上的要求，更应当强调质量上的需求，对投入到农村学校的信息化设备进行评估，对设备的

利用率、损坏程度、版本配置设定标准，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农村学

校也需要一定数量的专业信息技术人员配备，对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设备的实操培训，对学生进行基础

的网络信息课程教学，对设备进行定期的升级维护管理，对损毁设备及时进行修理，避免因为师生不会

用、不敢用或是设备故障损坏而造成的闲置浪费，形成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第二，完善农村教育信息化教学设备经费管理制度。教育的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成为教育产品的主

要供给者，同时也可以吸引外部资金，筹集社会力量，充盈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资金或硬件投入。为了

保障投入到农村学校的经费能够充足有效地分配到信息化建设上去，应对教育信息化经费设立专门的财

政拨款部门，对不同规模的学校、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投入方式，对经费的分配和使用进

行完整的监督。学校也应当设立专门的信息化建设经费监督保护机制，做到专款专用，硬件采购、开发、

培训、维护等经费使用都公开透明。 
第三，各环节责任主体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信息化教育有必要实行“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

参与”，“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持续推进机制[8]，教育管理部门、各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企业之

间应当明确各自的职责，在从顶层设计规划到基层实施的各个环节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尤其是加强与

企业之间的通力合作。由于网络平台的教育资源版本多样，合力建设符合本地学情的特色资源库就十分

必要，鼓励更多农村优秀教师参与到信息化资源的建设中，因地制宜地为老师提供更多的校本资源，减

轻教师负担，也为学生提供更合适的学习资源，高效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 
第四，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学校信息化教育评价监督体系。一是对农村校长的信息化领导力进行全面

的评估，不断提升其信息化治理能力。二是定期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进行监督评价，鼓励创新信息技

术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的育人优势。三是定期对信息化教学的质量进行监督评价，

根据不同的学校规模、信息化建设状况建立不同的监督评价体系，为提升教学质量指明方向。 

3.2. 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将政策要求落到实处，是农村教育信息化顺利开展的基础。校长既是学校日常教育实践的领导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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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同时也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带头人和组织实施者，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是否能取得良好

成效的第一责任人。校长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顶层设计是推动学校信息化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9]。
首先，应当定期组织校长参加教育信息化培训，促进农村学校校长自身的信息化领导力得到不断提升。

校长的信息化治理能力，是根植于信息技术与学校治理的深度融合，包括信息化引领能力、信息化协调

能力、信息化建设能力和信息化评估能力[10]。将学校治理能力与信息化育人理念、互联网思维想结合，

着力提升解决信息化教学活动中自观念转变到改革实践再到监督评价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农村校

长要自上而下地推动校内信息化建设，组织建设一支信息化教学能力优良的师资队伍。提升教师队伍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变革，加快农村学校信息化进程，化挑战为机遇，让信息技

术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农村学生。 

3.3.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信息化时代，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是衡量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指标。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信息化中

的排头兵，在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升农村基层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无疑

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首先，关键的是如何吸引并留住更多年轻的优秀教师资源，充分发挥年轻教师对

网络信息技术的敏锐感知力，起到以新带老的效果。其次，是对农村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的培训，鼓励

教师改变过往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让新时代的农村教师认识到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

广泛性，意识到信息技术为现代化教学带来的更多可能性，积极投入到信息化教学的实践。另一方面，

转变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次，更要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去。教师能力提升要充分结合时代的特征，把在线

培训学习、在线教研交流、校本培训提升有机结合，实现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两个提升[6]。学

校可以引进“青椒计划”“兴成长计划”等优质社会公益教师培训课程[11]。帮助农村教师快速提高自身

专业素质，有效利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更好的融入到农村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 

3.4.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基于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缺少家长有效的陪同监督，为减少在运用手机或电脑等个人信息设备进

行线上的学习时，因缺乏自律意识而影响学习效果，作为家长应当有效的参与到学生的学习管理工作，

在课下积极引导孩子充分且合理的利用好网络学习资源。校方也应积极与家长沟通，做好家校联合，定

期对家长进行回访，了解孩子在个人学习时的真实动态，让课下的互联网学习起到应有的作用，培养学

生良好的自律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并向家长传达新时代对信息化教育的新要求，培养家长的信息化思

维和意识，使学生的线上学习取得家长的支持和协助，发挥更好的作用。 

4. 结论 

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步入 2.0 时代，给当前农村的信息化教育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加快推进我

国农村教育信息化，需要政府、学校、相关企业、家庭携手共建，这是使农村学子充分顺利共享到外界

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弥补现实教学缺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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