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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子系统，也是学校体育深化改革面向现代化发展，缩小城乡差

距，实现“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培养目标的重要标志。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2.0服务依然存在供需结构

不合理的矛盾，供给侧质量和效率，供给机制、要素和模式等问题都亟待解决，需要从农村学校体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进行精准设计。运用文献资料、专访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农村学校体育信

息化供需现状，分析供需结构矛盾和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设计的理论基础、目

标和设计思路，进而就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突出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体质健康监测等核心要素

方面进行供给侧精准路径设计，为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2.0行动和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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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is a subsystem of edu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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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deepening refor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or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alizing the 
training goal of “people-oriented, health first”. There is still an unreasonabl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2.0 service, 
and the problems of supply-sid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supply mechanism, factors and mode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precise desig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ports supply 
side in rural school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school sports informatiza-
tion, and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and main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Foundation, the goal and the design mentality of the countrysid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supply side design, then, the paper designs the supply-side 
precise path i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informatization in rural schools, 
such as sports teaching, extra-curricular sports, physical health monitoring, etc., to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nd 
sup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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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学校体育是我国学校体育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农村体育的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学校体育事

业发展中即独立又特殊。然而农村学校体育要摆脱城乡二元差序格局的桎梏[1]，不仅要消除我国城乡学

校体育的现实差别，而且要尽快适应学校体育改革和社会发展对农村学校体育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因此，

促进农村学校体育现代化，实现学校体育培养目标事关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整体发展。习近平指

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得到教育部门与研究者的广泛认

可，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核心目标[2]。 
2003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把教育信

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整体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已进入 2.0 阶段，强调以人为本，以大数据为主反映一切参与主

体、教育元素和教育行为。并以此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能力，改变数字教育资源自产自销的传统

模式[3]，农村学校体育根据自身特点有效整合和利用信息技术是学校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学校体

育信息化 2.0 建设中融合信息化与大数据技术构建中国学校体育智慧系统，以全面促进体育教学和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提升为目标，为学生有效运动提供数字化管理系统和各项数据支持[4]。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是学校教育信息化 2.0 的子系统，与学校教育信息化相互兼容又具有学校体

育独立的属性。同时也与体育信息化建设紧密联系，搭建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社会体育等相互衔接的

信息桥梁。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也是有效发展农村教育和教育精准扶贫，促进城乡学校体育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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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途径。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索，重点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发挥教育

数据与各级扶贫系统数据的整合效用，形成全方位的教育数据网[5]。有利于学校体育信息化在需求层次、

供给结构和要素等方面形成有机协调的信息化平台。目前，我国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是伴随着学校教育

信息化而发展的，学校体育包含着体育课程、课外体育、运动训练与竞赛、学生体质健康等诸多内容，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作为教育信息化 2.0 的学校体育版，也必将以面向“教育现代化 2035”为发展

目标。因此，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基础教育和学校体育信息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加快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缩小城乡学校差异，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此，

本研究针对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从供给侧的视角探索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建设的供需结构变化，精准优化供给结构，设计供给侧与需求侧合理匹配的优化发展路径。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陕甘宁老区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为陕西延安市延川县、延长县、

子长县、志丹县、富县，渭南市富平县，铜川市宜君县，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合水县、环县，宁夏固原

市隆德县、西吉县共 12 县乡镇农村学校，包括中心小学 32 所、乡镇中心校 13 所、初级中学 28 所，共

73 所学校。 

2.2. 研究方法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一、专访调查法。针对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供需设计

了 20 条目的访谈提纲，专访了 57 名校长和教导主任，82 名专、兼职体育教师；二、问卷调查法。根据

研究需要设计了两套封闭式教师和学生问卷，针对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供需状况，需求侧有体育信

息化硬件设施，信息化平台、信息化产品与服务、信息化应用与监管、需求满意度。供给侧有供给主体

与结构、供给产品与服务、信息资源和要素配置等，其中，教师问卷涉及 25 个题目，学生问卷 13 个题

目。问卷信度采用重测信度法进行检验，问卷效度采用专家咨询评价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调查包括全部体育教师、部分班主任和其他教师，共回收有效教师问卷 418 份，学生

问卷采用分年级按比例分层抽样，回收有效学生问卷 716 份，并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和数据统计。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学校信息化发展状况 

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是学校体育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1 年底西

部贫困地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两基”全面完成，标志着全民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6]。至此，

改善和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成为主要发展目标，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基础教育学校信息化建设主要有 2003 年开始的“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简称农远工程)和 2012 年开始

的“三通两平台”建设。2003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农村信息化建设以

远程教育为试点开始从中央和国债资金安排 13.44 亿元用于中西部农村信息化教育，各地方发展也有中

央统筹根据不同发展情况予以补贴，农村学校远程教育试点使信息化建设逐步得到加强。 
目前，已建成的“农远工程”包括三种信息化教学模式，第一是光盘播放点，其中语文、数学科目

的内容约占 23%，音乐、美术占比最高约 51%，科学、文化占 16%，体育占 6%。第二是卫星教学收视

点，涵盖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和全部学科的名校、名师示范课程。第三是计算机教室，由卫星教学接收系

统、多媒体教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教室系统构成，提供了海量的优质教学资源。三种远程教育模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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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兼容，随着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卫星教学点和计算机教室逐渐成为主流，

计算机已经配备到了全部农村学校，但计算机教室尚不能满足各科教学之需。调查显示，“农远工程”

村级中心小学覆盖率为 94%，乡镇中心校和初级中学达到 100% (见表 1)。该工程自实施起就对老区农村

中小学有相当的政策性倾斜和支持，很多学校远程教学示范点建设较早，学校覆盖率较高，但后续使用

维护情况跟进不足，目前使用已接近设备极限，需要升级改造。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stance education project” and “three links and two platforms” 
表 1. “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及“三通两平台”建设情况 

 光盘播放系统 卫星教学收视点 计算机教室 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互联网接入 

中心小学 13 9 20 94% 98% 

中心校 5 4 13 100% 100% 

初级中学 7 16 28 100% 100% 

 
信息技术是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标志的技术，按照 2011 年《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

标准规范》要求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和其他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满足学生网络学习，

教师多媒体教学和网络备课。在“陕西省基础教育专网”建设的支持下，农村基础教育初步实现了网络

进教室和数字化校园应用系统。2013 年《甘肃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提出每校至少配备

一间公共交互式多媒体教室，逐步构建网络教学环境，计算机数量小学生机比为 13:1，初中为 10:1。2016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试行》要求每校按照每人 1 台的标准至少配置 1 间计算

机教室。 
在“三通两平台”建设中，2015 年后又不断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农村义

务教育倾斜，统筹解决城市义务教育相关问题，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7]。陕西省到 2015 年农村学

校接入宽带互联网比例应达到 90%，到 2020 年，中小学校接入比例达到 100%，农村学校班均出口带宽

不小于 5 M，城镇学校班均出口带宽不小于 10 M [8]。到 2019 年底，农村学校均完成“三通两平台”建

设工作，农村基础教育学校信息化建设初步完成[9]。 
目前，农村中心校和中心小学教学计算机生机比约为 13:1，教师计算机数量为 4:1，初级中学教学计

算机生机比为 9:1，教师计算机数量为 3:1，已经全部实现互联网接入，随着各省对基础教育办学标准评

估逐步开展，部分指标尚未完全达标的学校也将很快实现网络接入和初步信息化。 

3.2.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与需求状况 

教育信息化 1.0 主要是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阶段，计算机、数字产品、多媒体教室、互联网、移动

和无线网络等技术是 1.0 阶段的典型特征。目前，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 1.0 已基本完成全覆盖，并为学校

体育信息化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农村学校体育 1.0 阶段的主要供需两侧却尚未完成，表现在，

第一，学校体育信息化以学校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对全面升级信息化软硬件环境的需求。第二，利用现有

信息化资源提升师生对学校体育信息化技术的现实需求。第三，农村学校体育对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学

生家庭与学校体育联动，社会体育支持等方面的信息产品、技术和服务的需求。研究表明基础教育学校

有 76%的教师会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家校通技术运用率达到 77.5%，一卡通系统覆盖率不足 10% [10]。
调查显示，师生对硬件环的需求主要是计算机数量和上网速度，分别占师生人数的 75.8%和 75.1%，随着

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网络教学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师生的重视，信息技术的教学运用和网络课程需求分别

占师生人数的 96.4%和 90.9%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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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man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Rural School P.E informatization 
表 2.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师生需求情况 

需求内容 
教师需求  学生需求 

人次 占% 需求内容 人次 占% 

硬件环境 317 75.8 硬件条件 538 75.1 

信息化平台 226 54.0 信息技术 522 72.9 

基础数据库建设 239 57.2 网络课程 651 90.9 

信息化技术和产品 344 82.3 电子图书 464 64.8 

教学资源 375 89.7 视频资源 593 82.8 

教学运用 403 96.4 信息化监测 581 81.1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课程供给侧包括教学资料检索(教学资源库)占 38.5%，示范课件和文档占 16.3%，

互联网 + 授课(微课、慕课)占 3.1%，教学光盘(教学、运动休闲)占 36.7%，教师需求和教学运用都高于

实际供给水平(见表 3)。体育课程信息化供给侧以现实需求为依据不仅要提高供给质量，缩小城乡学校体

育的现实差距，而且要凸显农村学校体育特色和学生时代性、发展性的体育需求。因此，现阶段农村学

校体育信息化课程资源供给侧要加强农村学校体育课程与互联网、信息化平台的有效整合。 
 

Table 3.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of sports inform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表 3.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课程资源供给现状 

 供给内容(%) 教师需求(%) 教学运用(%) 

教学资料检索 38.5 62.6 51.3 

示范课件和文档 16.3 33.5 34.2 

自制教学课件 5.4 17.4 13.8 

互联网 + 教学 3.1 19.7 7.6 

教学光盘 36.7 67.8 54.2 

3.3.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体育信息化建设投入规模不断增加，信息化建设初具规模，但在顶层设计、规划指导和

基础设施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难[11]。随着我国体育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快，体育教育智慧系统和大数据

平台将在体育教学环节整体设计、促进学生运动过程的长效性和有效性上产生新的需求和形态[4]。在体

育信息化研究中高等院校作为主要阵地[12]，体育教学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但高校

体育教学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还较为落后，教学思想、技术、设备、内容、方法等都存在一定差距[13]。随

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信息化 2.0 阶段已悄然来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

径，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形成新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新模式、新业态[3]。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是教育信息化 2.0 阶段在学校体育中的实践和运用，2.0 将重点探索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的问题。因此，“互联网 + 教育”和“人工智能 + 育”等均是教育信息化 2.0 的不同表现形态[14]。 
由此可见，学校体育信息化整体上在教育信息化 1.0 阶段的欠账尚未完成，又面临着教育信息化 2.0

阶段的新挑战和新的发展目标。无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改革都是最主要的

问题，即供需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供需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换言之，农村学校体育 1.0 阶段未完成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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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改革必须继续完成以便能更好的适应 2.0 行动计划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校体育信息化要满足农村学校体育教学需求，但供给侧却没有及时跟进，需求侧又随着社

会发展，教师专业化能力提升，学生智力和认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供给侧应该为学生的信息化

学习需求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个性化的精准教育服务[15]，目前学校体育信息化教学作为传统教学模式

的有益补充运用有限，“农远工程”和“三通两平台”所代表的教育信息化 1.0 能提供的体育课程和教

学资源较少，学生无法获取更多关于体育运动可视化、直观性的知识。没有体现学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需求从学生的角度设计和研究课程[16]。农村学校体育教学信息化就

是紧紧围绕学生发展和需求进行教学设计的最有效途径。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引下，倡导“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的课程理念，把学生的健康发展作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出发点[17]。从“阳光体育运动”，“校园

足球”到“一校一品”的实施都是为了丰富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信

息化大数据下的教育资源可以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信息，而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方未建立需求调

查机制，遏制了需求来源的全面性[18]。供给侧缺乏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致使信息化供给与

需求矛盾加剧。现阶段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教学资源结构单一，其中 63.4%的教师认为信息化教

学资源更新慢内容单一，已有的体育课程资源主要是教学 PPT，健身活动、田径、球类单项技术示范课。

77.6%的学生没有体验和观看过学校体育相关教学媒体资源，缺乏学生喜爱，有效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

生积极锻炼的运动项目，包括球类、时尚和休闲运动项目的信息化教学资源。 
第二，满足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评价的信息化需求。农村中小学校已基本配齐了《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基本标准》要求的体育场地设施，有 7 所中心小学、4 所中心校、15 所初级中学建有 200~300 米的塑

胶田径场，体育教学器材配置基本达标。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仪器配置达标率不高，只有 2 所小学和 3
所初级中学配有较完整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仪器，其他学校存在配置不全、损坏多、更新慢、使用率低

等现象。由此可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评价是农村学校体育的短板，表现在学生对体质健康测试认识

不够，对待测试较随意，学校和老师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组织实施和贯彻执行力度不够。农村学校每

年都有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计划，但只有 2 所中心校、3 所初级中学每年组织学生参加体质健康测试，

测试项目也没有完全按照要求实施，其他学校只有个别项目的测试或者选择年级和班级测试。农村学校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信息化水平较低，有 93.4%的小学生，87.5%的初中生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信息不了解。社会、学生、家长无法获得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评价的真实有效信

息，从供给侧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让家长和社会能及时获知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数据和评价结果，对监督和督促学生加强锻炼和健身，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第三，满足学生课外体育指导信息化需求。课外体育是在体育教师指导下开展的教学活动，是课堂

体育教学的延伸，《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 1~2 年级体育课相当于每周 4 课时，3~6 年级体

育课和 7~9 年级体育与健康课相当于每周 3 课时。截止 2014 年我国农村学校专职体育教师数量都未达国

家标准，兼职和代课体育教师过多，专职体育教师数量严重不足[19]。 
调查显示，农村学校专职体育教师小学为 84.4%，中学为 90.6%，但专职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体育课

教学形式有合班教学，或其他老师兼职。其中只有 66.7%的小学和 71.8%的中学体育课时达标。课余体育

也是农村学校体育的短板，只有 2 所小学和 7 所中学有体育教师进行课余体育指导，由于受场地器材等

不足的限制，开展并不系统，学生课余体育、家庭体育等都处于松散自发状态，有 90%的体育教师和 86%
的学生希望开展课余体育活动。因此，促进学校和家庭的信息化沟通，以信息化重构家庭体育与学校课

余体育的关系和联系，提供家校联动的信息化平台和有效促进学生课余体育和农村社区体育、家庭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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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发展的政策、产品和服务是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的发展方向。 

4.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精准设计 

贫困地区学校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技术利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学生家庭背景不利所产生的影响，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20]。以教育信息化来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助力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推

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21]，是今后农村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方向，而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作为教育

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教育需求的唤醒是很大的进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必须变“限制教育需求”为“尊重教育需求”“顺应教育需求”和“激发教育需求”[22]。学校体育信息

化 2.0 供给侧设计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发展路径探索和选择，或者说是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探索农

村学校体育现代化道路。 

4.1.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

模式变革、体系重构[3]。现代学校体育在适应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不断优化和自我调适旨在更好的实施“素

质教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学校体育发展理念，也是学校体育培养目标与面向现代化和新技术浪

潮的信息化发展道路的相互适应。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行动正好适应了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实现学校体

育科学化、信息化，推进城乡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农村学校体育在信息化 2.0 阶段加强供给侧改

革与发展，实现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与教育信息化的同步，促进城乡学校体育信息化的协同，通过信息

化 2.0 行动反推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没有先后和主次之分，而是站在教育现代

化和教育强国的高起点上面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对农村学校体育而言就是要全面拓展信息化教育资

源、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推进教学方式变革、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学校体育精准管理。因此，推进学

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需要以顶层设计思维来引领创新发展的基本战略方向，其重点不再是技术设施

的基础建设，而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和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的整体变革[23]。 
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精准设计对学校体育之外也产生了诸多正面溢出效应，形成合理多赢的

局面。一是供给侧强化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发展理念，加强信息技术与学校体育运行的

整合，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农村体育信息化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二是信息

化供给侧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学生获得的体育认知推动了农村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对农村群

众体育产生了正面知识溢出效应，对农民健身和全民体质监测也产生了积极地技术溢出效应。三是信息

化 2.0 时代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3]，从供给侧推动面向世界、面

向现代化的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发展模式。 

4.2.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设计的基本思路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是学校体育适应新时期教学改革需求，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设计不仅要调整优化 1.0 阶段供给侧和需求侧，还要

以新供给促进新需求。 
在供给结构上，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多方参与扩展供给主体范围，发挥农村学校体育自身

的能动性，由不同供给主体单向供给，结合需求侧选择性供给，由单向供给向多向供给转变，还可以通

过定向选择、定制、购买针对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信息资源和产品。开展城乡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定点

帮扶、经验共享和线上同步指导，社会主体的体育信息化志愿服务和资助。供给内容要着力弥补农村学

校体育的先天不足，包括学校体育信息化 1.0 阶段供给侧在体育设施、师资、课程、体质健康监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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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信息化建设及其效能的提升。在供给的时空间上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实现学校体育管理平台和

数字资源全覆盖，学校体育学习和运动空间通过网络实现线上、线下极大拓展。 
在供给要素上，教育信息化由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人才

以及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等六个要素构成[24]。而核心要素包括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师生关系、教

学环境和管理模式等五个核心要素[14]。教育信息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体系，为适应教育现代化需求其

要素应该包括理念与理论、人才与队伍、政策与标准、网络与平台、资源与空间、应用与活动、技术与

产业、信息与网络安全等八个要素[25]。这也符合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以

及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的需求。因此，结合学校实际需求和发展特征，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要素就需要优化升级，增加现代化和时代性要素，包括学校体育发展理念、信息化人才培养、制度

与标准、网络资源与平台、信息资源与利用、技术和产业、信息管理与安全等七个要素。 
在供给机制上，建立良好的体育学习和体育参与行为信息化引导机制，体育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引导机制通过丰富的学校体育信息资源，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阶段以“互联网+”、大数据和智

能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多种资源为农村学生搭建认识体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的

线上、线下环境。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实现了学校体育各环节的引导、指导和督导的全过程。 
在供给模式上，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重点探索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问

题。也就是说，信息化的主体是农村学校体育，以信息化媒介和信息技术实现农村学校体育的现代化发

展，包括“学校体育 + 互联网、学校体育 + 平台、学校体育 + 人工智能”的信息化发展模式。农村学

校体育借助信息技术优化资源、拓展空间，使信息化成为助推农村学校体育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完成学

校体育发展目标的驱动力(如图 1 所示)。 

4.3.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设计目标和原则 

满足学生基本体育需求，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学校体育发展使命和责任，理应成为学校体育供

给侧改革与路径设计的目标，而“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则自然成为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实现理想供

需的基本原则。 
我国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和青少年体育教育处于相对弱势，农村学校体育的提升和发展决定了农村体

育发展的未来[26]。实现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目标，不能让学校体育始终处于农村学校教育改革的

边缘，必须清晰的认识到没有农村学校体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农村学校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必须首先实现学校体育信息化 2.0，因为学校体育始终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放在

首位，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以“学校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助推学校体育目标的实现，也通过信

息化建立起了城乡学校体育共同体，实现资源共享和共同发展。信息化环境与农村学校体育各项实践活

动融合是农村学校体育弥补短板，面向未来探索学校体育信息化的新模式。特别是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阶段数字资源共享和供给能力在丰富体育教学资源、拓展体育活动时空间、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等

方面意义重大。 

4.4.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精准设计路径选择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 2.0 供给侧精准设计在于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从学校体育改革的实际需

求结构出发通过信息化全面提升农村学校体育的现代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加法和减法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27]。还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

关键点[28]。目前，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的突出问题就是在体育教学、课外体育、体质健康监测等

方面以农村学校体育作为信息化主体在技术层面构建信息化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针对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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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优化和升级“农远工程”和“三通两平台”针对农村学校体育的信息化覆盖，实现“宽带网

络校校通”，深化“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并概括了“1238”一个核心理念，

两条基本方针，三大关键举措，八类应用模式[29]。建立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平台兼容性通道和农村学校

体育“互联网+”智慧平台，提高现有学校信息化系统对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服务数量和质量。 
 

 
Figure 1. Thinking of supply-side design of sports informatization in rural 
schools 
图 1. 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设计思路 

 
第二，建立“体育教学 + 互联网”信息化平台，在教育信息化 2.0 阶段，发挥“一师一优课、一课

一名师”示范引领作用，形成覆盖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学段、学科的生成性资源体系[3]。理论上农村学校

“体育教学+互联网”供给侧可以实现最优秀的教师、最优质的课程资源在城乡学校同堂上课。在体育实

践环节可以运用最优化的讲解示范、技术分析、练习方法、指导和错误纠正，以及适宜的练习密度、强

度和运动量达到最佳教学和锻炼效果，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学校体育教师不足的困境，也让体育教师

可以更好的分配教学时间进行教学指导和教学组织活动。通过示范机制构建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示范“基

地”和“品牌”学校，“基地”和“品牌”学校也是一种良好的学校体育教育资源，其示范和带动效应

可以促进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和农村学校体育整体性发展。 
同时，农村民族传统体育和特色体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可以传承传统优秀体育文化，实现农村学校

体育和农村社区体育的互动发展。而且供给侧丰富的课程资源让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可以针对学生不同体

育基础和个性需求开展教学活动。 
第三，利用“学校体育 + 信息服务平台”建立课外体育家校通，实现学校、体育教师、家长之间对

学生课外体育的实时监控和信息反馈机制，学生可持学校体育健身“一卡通”与学校、社区的健身设施

联网和兼容，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校内外不同地点打卡有效记录学生参加课外健身活动的信息，以信息化

为媒介促进家校一体化健身的逐步实施。 
第四，农村学校体质健康测试信息化供给侧设计要依托“体质健康+大数据”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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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数据分析管理平台，实现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发展性评估、学生成长与发展规划等大数据的高效管

理。信息化实现了学校、家庭、教师、学生以及社会第三方机构可以共享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干预

平台，校长、班主任、体育教师共同分享学生体质数据及其分析信息，做好学生体质的精准干预和精准

提升，做好明确问题、把握关键、提供内容(运动处方)、进行反馈、进行评价等方面的平台服务[30]。建

立学生体质健康电子信息卡和电子健康档案，体质健康管理平台 PC 端和手机端，分别供学校和家长使

用，让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处于有效监测状态。 
第五，利用“互联网+”建立有效地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需反馈和监管机制，优化学校体育信息化

供给资源，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地反馈和监管保证了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始终以师

生需求为指向，使供给侧主体分工权责更加明确，有利于形成政府、学校、社会等协同互助供给，使供

给方式选择更加多样，供给时空间不断延伸。 
第六，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过程，实际上是从供给侧对教育扶贫资源与服务传递过程进

行的根本性变革[31]。在精准扶贫战略支持下积极推进农村教育扶贫工作，把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作

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进行针对性的精准扶贫，从供给侧实现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精准化、多元化

供给。建立高等院校和农村学校之间的学校体育信息化发展联盟，以“学校体育联盟 + 互联网”形成精

准帮扶指导机制，为农村学校体育信息化供给侧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和实践指导，共同提升农村学校体

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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