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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多元共享机制研究

王宇娇，林海云

（昆明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有效解决城市与乡村优质教学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立足于云南省城市与乡村优质教学资源

共享共建创新机制的探讨，通过研究政策，探索机制及应用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优质教学

资源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构建 “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

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从而促进城乡教学资源配置最优化及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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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互联网 ＋教育”的背景下，伴随着 “互

联网＋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教师教育
智慧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优质教学资源的空间，

同时改变了传统师生的课堂教学模式，从而更好地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和提高教育质量．２０１２年 ３月教育部公布的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１］

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所有地区和各级各类学
校的网络校校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
促进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和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逐步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教育信息化提出明确要

求：要充分应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将优质教学资源的

覆盖率扩大化，逐渐缩小城乡间的差距．首届国际
教育信息化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要

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要坚定不移

的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

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化差异，促

进教育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优质教学

资源［２］．习近平总书记在这封贺信中指出了 “互



联网＋教育”背景下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的目
标、方向和途径．

１　云南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现状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云南省教育事业

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国家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试点工作．以云南省
“云上云”建设为契机，加快 “互联网 ＋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州、市、县、区和学校的资源建

设与应用，构建省级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教育数据中心的建设．到
２０２０年，使７０％的县、市、区的所有学校接入国
家和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共享优质教

育资源．全面实施 “互联网 ＋教育”，建成与课程
改革相配套的教育资源体系，积极利用教育大数据

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为农村薄弱学校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３］．
近５年来，云南省已投入１５亿元购买相关的

信息化教学设备，实现了七成以上的义务教育学校

与互联网接轨，目前我省与互联网接轨的教室中共

有１０８万间多媒体功能教室，覆盖率达到６５％．
全云南省所有的教学点都配置了数字教学设备及教

学资源，有六成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在网络上创设了

自己的学习空间［４］．同时，全省扎实开展 “一师

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的活动，促进信息技术和

数字教学资源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以

及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实现优

质教学资源共享．
虽然云南省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投入，且各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应用

在部分乡村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乡村学校的信

息化基础设施也有较大的改善，但是城乡教育发展

的速度及教育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优质教学资

源的共享共建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在 “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要 “有

学上”转向要 “上好学”．因此，要实现云南省
“互联网＋教育”健康、科学、持续的发展，还须
积极探索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创新机制，解决

城乡数字教育鸿沟，扩大乡村、特别是边远地区优

质教学资源的覆盖面，这不仅是城乡教育综合改革

不可回避的问题，还是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

现实课题．

２　城乡优质教学资源非均衡发展的表现

目前，虽然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但先进技术及优质教学资源仍多集中在

城市，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拥有较大量的优

秀教师和优质教学资源，并拥有十分完善而先进教

学设施．而乡村地区无论在师资力量方面，还是在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５］．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同的教育观

念、教学模式、教学资源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城

乡间的教育平衡．
为深入了解城乡教学资源失衡的问题，以云南

省昭通市威信县为例进行调研．威信县位于云、
贵、川三省结合部，俗有 “鸡鸣三省”之称，威

信县城距省会昆明市６８０ｋｍ，距昭通市政府所在
地２８６ｋｍ，威信县具有地处边疆、山区多、交通
不便、学校布局分散等特殊环境，因此，以其为研

究范例有一定的代表性．
云南省教育信息化建设昭通片区研讨会提出：

将通过 “三通两平台”建设，在２０１６年底实现村完
小 “校校通”全覆盖，２０１８年实现 “班班通”．目
前，威信县共有１５３所学校，其中初级中学１５所，
完小１２６所，校点１２个，至今已有１１０所中小学接
入互联网．２０１１年每所完小配置了至少一台交互式
电子白板，２０１６年全县配置了１８３台ＬＥＤ电子白板
（不完全覆盖，只涉及两所中学和部分完小），２０１７
年配置６０台ＬＥＤ（不完全覆盖）．拥有计算机网络
教室的有５５所学校 （其中有许多学校带宽不够使

用），其余学校按学生人数２０∶１配置了计算机，其
中有一间云教室．初级中学均实现 “班班通”，小

学有１０所实现 “班班通”．
课题组走访了县城中小学各两所，乡村中小学

各两所，共调查了８所学校，并发放１５０份问卷，
其中收回问卷１３２份，有效问卷１２０份．经过深入
调查发现，虽然威信县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取

得了一定成效，教学基础设施和网络教学环境日趋

完善，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共享也初步开展，但

是威信县教学资源配置呈现出扩散、集中或多核心

的特征，不同地区教学资源配置仍存在明显的差

异，出现了 “优者越优，弱着越弱”的非均衡局

面．由此看出，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尚存在
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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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城乡优质教学资源的非均衡局面
目前，云南省城乡中小学在数字化教学资源、

软硬件教学环境、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建设方面都

存在很大差异．在城乡学校优质资源共享共建过程
中，由于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地理位置偏远等因素

造成了乡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资源建设相对缓

慢、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等城乡优质教学资源的非均

衡局面，因此，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城乡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共建时，要重点关注城乡优质教学资

源共享共建的目标、方向和途径．
２２　城乡优秀教师资源配比失衡

在教育公平的背景下，人们对城乡教师资源配

比均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乡村优秀教师资源匮乏

已成为当前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的主要问

题．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和乡村的家长在为
孩子择校时，考虑的重点仍然是优秀教师资源，但

是由于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优秀教

师资源配比失衡．在城乡优质教学资源非均衡的背
景下，教育行政部门虽然采取许多相应措施，如免

费师范生、下乡支教、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挂职锻

炼、志愿者等，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城乡

优秀教师资源配比失衡的问题．
２３　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程度低

课题组调查发现，在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过

程中，城市和乡村学校之间基本上是相互封闭的，

城乡学校间很少有机会沟通和交流．不论是硬件资
源，还是优质教学资源，城市学校的开放程度都很

低．由于城乡中小学共享共建优质教学资源的意识
淡薄，导致乡村的师生不能有效共享城市的优质教

学资源．
２４　重硬件建设，轻优质教学资源的应用

在 “互联网 ＋”背景下，微课、慕课、云课
堂、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不断涌现，但教师的教学

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仍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教

师在课堂的教育智慧仍未突现，学生的课业负担并

未减轻，城乡优质教学资源还处在分配不均的状

态．虽然校园的数字化教学设备已配齐，但是如何
将现有的数字设备用 “活”，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６］．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教师和个别教育

管理者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性尚存在理解不够

和认识偏差，重视硬件建设，轻视软环境对教学质

量提升的现象仍然存在．目前，虽然当地政府在硬
件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教师应用数字化教学

资源开展的教学活动却差强人意．在多种因素的相
互影响下，如教师的压力过大、优质教学资源不均

衡、学校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等，使得教师没有养

成在课堂中自觉利用或用好现有数字化优质教学资

源开展教学的习惯，同时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建

设和相关信息技术的培训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

视［７］．此外，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对优质教学
资源共享和应用的关注度远低于对教学硬件设备的

关注度，于是造成教学硬件设备重复采购，以及教

师对优质教学资源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轻视

现象，从而导致了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的不

均衡．

３　推进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策略及建议

通过对云南省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及资

源需求的现状调查发现，城乡优质教学资源的建设

与利用情况尚不理想，诸如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共建的有效机制、教学资源优化配置等问题需要迫

切解决．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综合考虑了各种因
素，并结合云南省城乡中小学校的实际情况，初步

探索出推进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建的创新

机制．
３１　加强城乡优质教学资源的差异化配置

实现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目的是将城市的

优质课程资源、优秀教师资源、先进的信息技术共

享到乡村，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和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以提高乡村教学质量．教学资源
的均衡发展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区域间的

差异化，并本着减少差距、追求平等、尊重差异的

原则，合理配置城乡优质教学资源．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优质教学资源的重视，

坚持对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 “优先决策，优先投

入，优先发展”战略转变，支持并着力推进城乡

优质教学资源的发展，从重视硬件环境的建设转向

稳抓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通过成立应用

示范区和利用各类资源平台向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

地区输送优质教学资源，并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共

建，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及教育的特点，促进优质教

育均衡发展，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教育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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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多渠道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政府引

导、多方参与、共享共建的开放合作有效机制．
３２　以远程同步互动课堂弥补乡村教师缺口

李克强总理说过：“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楼

房、不是课桌，是教师．”传统教育最重要的教学
资源是教师，优质资源的载体是教师，每一个教师

身上都带有优质教育资源，因此教育要想真正实现

公平，先决条件就是师资的均衡配置［８］．但是优
秀的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去任教，乡村留不住教师是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各种

激励政策和措施鼓励城市优秀教师到乡村，但仍未

能彻底解决乡村优秀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
随着 “互联网 ＋”的发展，远程同步互动课

堂已逐步成为解决乡村教师资源短缺问题的创新机

制，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让城乡学校的教师之间能

开展同步教学、互动教研、互动培训、名师课堂等

教学活动，实现教育优势互补、教育理念分享、教

学资源共用、合作共进等，同时促进城乡优质教学

资源的均衡发展，使城乡教育一体化，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实现城乡优质教

育资源的共享［８］．
３３　依托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优质教学资
源共享

　　 我省的中小教师应该依托云南省教学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该平台开展学习、交流、合

作和创新等活动，发挥优质教育资源优势，改变教

与学的方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学资源处于带头作用的地域和学校应该通过

信息平台把优质、有特色的本地域和本校的教学资

源输送给乡村薄弱地区和学校，为乡村中小学提供

优质教学资源．要将城市学校帮助乡村学校的政策
落到实处，打破名校垄断优质教学资源的现象，通

过城乡学校间的对接及互相帮助，使优质教学资源

流向教学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促进优质教学资源

在乡村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学校间优势互补和教

学资源共享，解决城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程度低的

问题［９］．此外，还要定期通过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等方式，实现城乡师生间教与学的互动，通过跨区

域、学校、班级的网络研修、互动课堂、专递课堂

的教学模式，使城乡学校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城乡教学资源配置要以 “深化三通两平台”

建设为契机，快速推动和开展 “宽带网络校校通”

的建设，力求云南省所有学校都能覆盖网络，并保

证网络教学资源的合理、有效应用．此外，要大力
推进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应用，倡导教师

和学生创设自己的学习空间以获取优质资源．教师
可通过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进行备课，同时

向学生推送优质学习资源，开展精准教学．学生则
可在学习空间中接受学习指导，并获取优质学习资

源和开展个性化学习．
３４　构建信息化教学新常态

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教

师的教学智慧尤为重要，教师作为实施课堂教学的

一个关键要素，教师的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中将会

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

式［１０］．在 “互联网 ＋”背景下，教师应积极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与课堂教学的

深度融合与创新，用全新的教育理念来统一部署

“互联网＋教学”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以提高教育
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 “课堂用、经常用、

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促

进教师在 “互联网 ＋课堂教学”环境下教育智慧
的形成，同时学校应把教师对优质教学资源建设的

贡献程度和优质教学资源的应用程度与教师的职称

评定、绩效奖金、年终履职考核等挂钩，通过一系

列激励机制，真正实现 “互联网 ＋课堂教学”的
信息化教学新常态，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

发展．
在 “互联网 ＋课堂教学”背景下，要重点关

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努力实现

“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信息化下的教育

教学新常态，构建个性化、网络化、终身化、数

字化的教育体系，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形成［１１］．
此外，应以云南省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工程

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管

理相结合，与教学资源建设相结合，与学生素质

提升相结合，实现教育信息互联互通、优质教学

资源共享共建，促进教育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

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协

调持续发展［１２］．

４　小结

随着 “互联网 ＋教育”的兴起，大数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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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重塑课堂教学

模式，形成了一种多元立体化的优质教学资源体系

格局，为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数字鸿沟找到一

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促进了城乡优质教育资源

的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实现 “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

［１］中华人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领导小

组办公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

的通知 ［Ｊ］．苏州教育信息化，２０１６（３）：７－１１．

［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事业发

展 “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Ｊ］．云南教育 （视界时政

版），２０１７（５）：８－２９．

［４］罗锋，蔡丹，夏文忠，等．云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

状刍析 ［Ｊ］．昭通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５）：１１８－１２４

［５］魏丽丽．浅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

对策 ［Ｊ］．赤子 （上中旬），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２．

［６］谢敏．“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智慧研究 ［Ｄ］．

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６

［７］张文青．西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有效路径研究

［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８］汪学均．视频互动同步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Ｊ］．中国

电化教育，２０１７（４）：１２２－１２８

［９］张天扬．扩大中小学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覆盖面的调查

研究 ［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１）：８７－８８

［１０］刘艳．“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智慧影响因素分析

［Ｊ］．读与写 （教育教学刊），２０１６（１２）：２８２－２８３．

［１１］杨彦军．２０１６年信息化教育软件产业发展现状述评

［Ｊ］．中国信息技术教育，２０１６（２３）：１２－１４．

［１２］任友群，郑旭东，吴瑜．深度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的融合创新：《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

解读 ［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５）：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３－９．

（上接第９９页）

［参考文献］

［１］李泊溪．大数据与生产力 ［Ｊ］．经济研究参考，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２０．

［２］周吉，吕志坚．大数据研究综述：信息处理的视角

［Ｃ］／／第２７届全国计算机信息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２０１３．

［３］包达尔罕，罗敏，刘智伟，等．大数据及其应用技术

探讨 ［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２）：１５６－１５８．

［４］刘雨露．数据挖掘在高校学生管理决策中的应用模式分

析 ［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３７３－３７７．

［５］魏顺平．教育数据挖掘：现状与趋势 ［Ｃ］／／第１３届

全国计算机模拟与信息技术学术会议．北京：中国优

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２０１１．

［６］彭慧伶，刘发升．关联规则挖掘与分类规则挖掘的比

较研究 ［Ｊ］．计算机与现代化，２００６（７）：５６－５８．

［７］ＨＡＮＪＷ，ＫＡＭＢＥＲＭ．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 ［Ｍ］．

范明，孟小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１－１５２．

［８］朱庆．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研究 ［Ｄ］．乌鲁木齐：新

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０．

６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