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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取得显著

成效。课题组通过全国调查发现，学校类别对各维度得分具有差异性的影响，初中的信息

化发展程度较好；城镇学校的信息化发展程度普遍好于农村学校；随着接入宽带的教室占

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的提升，信息化发展程度会随之提

升；东、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调查表明，义务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仍

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信息化设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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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

设，不断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力度，先后实施

了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农村中小学现代远

程教育工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中小学“三

通两平台”重大工程，明显改善了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教育信息化条件。按照教育部信息化

建设发展规划要求，为了准确把握义务教育

学校信息化发展水平，真实了解教育信息化

应用实效，发现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给义务教

育学校信息化的推进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

议，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水平，课题组通过专家研讨和实地调研，对义

务教育信息化状况及其监测机制进行了系统

研究，从投入—过程—产出的角度了解义务

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一、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由建设、联通、管理、应

用、成效 5 个维度、共 41 个主体问题和 10 个

背景信息问题组成。其中，“建设”旨在了解

学校的信息化基本设施、资源的建设情况，包

括建设时间、经费来源、信息化建设是否满足

实际需要等。“联通”旨在了解学校的网络与

资源联通情况。“管理”旨在了解在教学管理、

行政管理过程中教育信息化的具体情况。“应

用”旨在了解教育信息化在教学中的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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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成效”旨在了解教育信息化的效益

产出情况。

课题调研分两步走，滇西专项调查采用

了数据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通过各个学

校填写后回收整理得到数据；全国调查数据

采用了网络调查的方式，在全国31省市随机

抽取 3 000 多所学校，共回收有效问卷 2 155

份。滇西专项调查采用了人工调查的方式，

反映了贫困地区的状况；全国调研在滇西调

研的基础上改进了问卷，采用更为便捷的网

络调查形式，进一步反映了全国义务教育的

平均水平。

对各维度得分进行初步统计，建设、联

通、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得分分别为 50.37、

58.96、67.88、51.83、70.14，总分为 59.85，说明

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

段，各维度得分都处于基础的 60 分左右，各

个维度建设仍然有待于加强。成效维度主要

是从主观角度评价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情况，

该部分得分较高，达到了 70.14，超过了基础

的分数，说明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对于教育

发展的影响已经逐渐发挥作用。

调查问卷的总体信度检验值为0.932，各

维度的信度检验也基本在0.7以上，信度满足

了要求。本样本的KMO值为0.950，Bartlet 卡

方值为42068.115（p＝0.000），表明该量表可

进行因素分析。从信度和效度检验来看，问

卷整体设计科学合理，数据来源可信度高。

对各个维度以及题目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

根据检验的结果，各维度和题目对应的高低

分组的概率值均小于 0.05，说明各个题目和

维度之间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因此题目设计较为合理。

二、数据分析

（一）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建设、联通、

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在1%概率水平下

存在正相关性，说明随着建设、联通、管理、应

用维度指标水平的提升，全国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信息化发展的成效水平会进一步提升。

（见表1）

具体到问卷各个题目来看，建设维度

中，t3（学校的信息化服务提供平台情况）和

成效维度得分呈负向变化，表明国家平台提

供学校的信息化服务往往可以获得较高成

效。其他指标均和成效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性，其中 t4（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情况）和成

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信息化经费

的稳定程度较高，对成效水平积极影响程度

最高；联通维度中，t9（学校的数字化教学资

源情况）和成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

的数字化资源越好用，成效越高；管理维度

中，t21（学校在教学管理方面使用信息技术

情况）和成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在

教学管理方面使用的信息技术越多，成效越

高；应用维度中，t25（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使用

信息技术的意愿）和成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

说明学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

意愿越强烈，成效越高。

（二）不同分类的各维度比较

1. 学校类型对各维度得分差异的影响

按照小学、初中对学校分类，通过方差

分析，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和总得分

之间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05，说明各个维度

和总得分之间在不同学校类型之间有较为显

著的差异。

从得分结果来看，不同学校类型对各个

维度的评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建设、联通、管

理、应用、成效维度和总的维度中，初中得分

建设

联通

管理

应用

成效

建设

1

0.582**

0.587**

0.572**

0.432**

联通

0.582**

1

0.699**

0.705**

0.499**

管理

0.587**

0.699**

1

0.772**

0.563**

应用

0.572**

0.705**

0.772**

1

0.603**

成效

0.432**

0.499**

0.563**

0.603**

1

表1 全国教育信息化各维度相关系数

注：*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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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39、3.93、3.31、4.05、3.51）高于小学得

分（2.59、3.28、3.81、3.20、3.93、3.39）。

2. 学校所在地区类型对各维度得分差异

的影响

按照城镇和乡村进行分类，通过方差分

析，建设、联通、管理、应用各个维度之间以及

总得分的显著性对应的概率小于 0.05，成效

维度的显著性概率大于 0.05，这说明不同地

区间的信息化建设差异会影响学校教育发展

水平。

城镇各学校的建设、联通、管理、应用、

成效方面的得分和总得分（2.34、3.39、3.93、

3.31、4.01、3.47）普遍要高于农村各学校得分

（2.18、3.10、3.60、3.08、3.91、3.24），说明城镇

地区学校的信息化发展程度比农村地区的信

息化发展程度普遍好。

3. 学校背景和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为研究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对于

学校信息化的影响，对学校背景数据进行了

整理，对漏填、误填数据进行剔除后，采用

Pearson相关性对背景数据和各个维度进行了

分析。（见表2）

项目

平均班额

学校计算机专用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

信息技术结业证书教师比例

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

建设

-0.165**

-0.024

0.265**

0.003

0.044*

0.148**

联通

-0.119**

-0.013

0.436**

-0.017

0.026

0.201**

管理

-0.139**

-0.021

0.352**

-0.022

0.009

0.312**

应用

-0.100**

-0.03

0.313**

-0.024

0.025

0.170**

成效

-0.052*

-0.044

0.191**

-0.045*

-0.036

0.090**

总分

-0.139**

-0.029

0.392**

-0.024

0.018

0.227**

表2 全国测评学校在背景题目与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建设、联通、

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和平均

班额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负相关性，说明随

着平均班额的提升，建设、联通、管理、应用、

成效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会随之下降。建

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以及总均

分和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

例、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在1%概率

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随着接入宽带的

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

培训的教师比例的提升，建设、联通、管理、应

用、成效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会随之提升。

4. 分地区的统计分析

对全国31省市的各维度数据进行整理，

可以对全国各个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有全

面直观的观察，具体结果如下。（见表3）

从表3来看，上海、山东、广东地区的义

务教育信息化总得分最高，总分分别达到了

70.17、69.69、67.67，这些地区的建设、联通、管

理、应用、成效得分基本都在60分以上，说明

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程度较高。新

疆、青海和西藏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总得分最

低，分别达到了49.46、45.70、42.00，这些地区

的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得分基本都在

60分以下，说明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

程度较低。

将全国和滇西义务教育信息化情况进行

比较，具体比较结果如下。（见表4）

从比较结果来看，滇西义务教育信息化

水平普遍要低于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的平均

水平。总分上，全国总得分接近于 60 分，说

明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水平整体达到“及格”

水平，但是滇西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

仅有48.82分，远低于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水

平。从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各个维度

看，滇西义务教育阶段的水平都比全国普遍

要低10分左右，因此滇西的义务教育信息化

水平仍然有待于提升。在全国分析的基础

上，进一步对东、中、西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

化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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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东部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情况

分析。

从学校类型上，按照小学、初中分类，采

用方差分析，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

总得分之间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05，说明各

个维度和总得分之间在不同学校类型之间有

较为显著的差异。

东部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之间对各个维度

之间的评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建设、联通、管

理、应用、成效维度和总分维度中，初中得分

（2.55、3.58、4.14、3.45、4.11、3.63）要高于小学

得分（2.43、3.46、3.99、3.34、3.97、3.51），说明

东部地区初中的信息化发展状况要高于小学

的信息化发展状况。

从学校所在地区类型上，按照城镇和乡

村两类，采用方差分析，各个维度之间以及总

得分的显著性对应的概率小于 0.05，成效维

度的显著性概率大于 0.05，说明信息化建设

在不同地区类型间都给学校教育带来一定影

响，但是在实际效果方面影响并不显著。从

总体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各维度得分城镇普

遍高于乡村，但是成效方面城镇的平均得分

为4.049，乡村为3.968，城镇仅高于乡村不到

0.1 的得分。说明在信息化建设和使用方面

虽然城镇要普遍高于农村，但在实际成效上

城镇并无显著提升。

进一步对各个学校的背景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建设、联

通、管理、应用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和接入宽

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在1%概率

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随着接入宽带的

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比例的提升，建设、联

通、管理、应用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会随之提

升。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以

及总均分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在

1%概率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随着参加

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的提升，建设、联

通、管理、应用维度均分以及总均分会随之提

升。从相关性分析来看，东部对于信息化成

所在省市

上海市

山东省

广东省

山西省

浙江省

北京市

江苏省

天津市

吉林省

甘肃省

辽宁省

安徽省

内蒙古
自治区

重庆市

福建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云南省

海南省

黑龙江省

河北省

四川省

江西省

陕西省

湖北省

河南省

贵州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湖南省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总分

70.17

69.69

67.67

65.87

65.24

64.92

64.57

64.06

63.43

62.61

61.51

60.36

60.13

60.07

59.82

59.72

58.74

57.89

56.55

55.92

55.3

54.93

54.51

52.65

52.24

51.6

51.11

49.96

49.46

45.7

42

建设

62.35

60.12

61.42

50.1

55.28

57.33

55.05

53.84

51.81

52.18

50.52

48.95

48.8

49.58

48

44.72

51.63

57.78

42.54

51.34

44.51

49.74

46.41

41.28

45.2

47.84

42.27

39.74

43.81

38.1

34.22

联通

67.26

70.68

66.09

65.22

66.69

62.44

63.36

65.81

60.78

63

60.14

66.35

60.17

57.39

62.62

63.41

55.88

51.96

54.62

52.21

53.27

54.01

55.43

52.54

50.42

49.42

46.83

47.49

46.64

47.9

40.4

管理

81.42

76.53

76.43

72.11

73.63

74.76

73.7

73.18

69.99

69.99

70.74

64.58

67.93

69.98

69.51

66.59

67.51

67.86

65.22

63.13

65.62

63.6

60.23

60.62

59.07

58.05

59.14

57.95

52.38

55.61

51.9

应用

60.08

60.66

57.2

58.82

56.09

57.13

55.51

53.98

56.04

54.06

53.62

50.8

52.61

50.35

49.7

52.2

50.93

48.15

51.26

50.14

48.09

47.65

46.74

46.73

45.05

46.02

47.33

44.23

43.39

41.53

35.56

成效

74.04

73.11

73.98

75.73

70.27

70.51

72.35

70.26

75.53

71.54

71.01

69.11

70.1

73.8

68.33

68.39

70.47

71.56

69.35

68.4

68.27

65.48

68.4

66.26

68.82

65.53

66.84

67.71

71.21

55.31

62.41

表3 全国各省市各维度得分情况

维度与题项

建设

联通

管理

应用

成效

总分

得分

全国

50.37

58.96

67.88

51.83

70.14

59.85

滇西

39.8

39.2

49.98

49.17

61.69

48.82

表4 全国和滇西各维度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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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水平的提高应当从教师的信息化培训等方

面入手。（见表5）

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建设、联通、

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和总分在1%概率

项目

平均班额

学校计算机专用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

信息技术结业证书教师比例

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

建设

-0.03

-0.006

0.088**

0.005

0.055

0.126**

联通

0.003

0.05

0.145**

-0.007

0.04

0.166**

管理

-0.033

-0.001

0.105**

-0.002

0.043

0.263**

应用

-0.004

-0.023

0.098**

0.002

0.070*

0.111**

成效

0.009

-0.005

-0.02

-0.023

0.061

0.077*

总分

-0.011

0.007

0.110**

-0.006

0.064

0.186**

表5 东部地区测评学校在背景题目与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随着建设、联通、

管理、应用维度指标水平的提升，东部地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展的成效水平会进

一步提升。（见表6）

具体到问卷各个指标，建设维度中，t4和

成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信息化经

费的稳定程度对效用水平影响程度高于其他

建设因素。联通维度中，各个指标均和成效

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t8（教师可用数

字化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和成效的相关性系

数最高，说明教师可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丰富程度对成效水平影响程度高于其他联通

因素。管理维度中，各个指标均和成效维度

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中 t18（学校信息化制度

是否完善）和成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

校信息化管理水平是否完善对成效水平影响

程度高于其他管理因素。应用维度中，各个

指标均和成效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 t32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情况）和成

效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教师在日常

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的高低对成效水

平影响程度高于其他应用因素。

第二，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情况

分析。

从学校类型上，建设、管理、联通、应用、

总得分之间的显著性概率均大于 0.05，成效

维度得分0.021小于0.05，说明成效维度在不

同学校类型之间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而其他

维度以及总得分方面各个学校不存在差异。

从学校所在地的类型上的各个维度来

看，联通、管理、应用各个维度之间以及总得

分的显著性对应的概率小于 0.05，建设维度

的显著性概率大于 0.05，说明信息化建设在

不同地区类型之间差异不大，但是在实际成

效方面影响较为显著。从总体情况上，各维

度得分城镇普遍均高于乡村，但是建设方面

城镇的平均得分为2.493，乡村为2.378，城镇

仅高于乡村不到0.12。说明在信息化建设使

用方面虽然城镇要普遍高于农村，但是在实

际建设程度上城镇和乡村并无显著差别。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对背景数据和各个

维度继续进行分析。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

看，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

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培训

的教师比例和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以

及总分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从

相关性分析来看，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

室总数的比例、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

支出占全校年度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参

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的提升可以有效

地提升中部地区信息化发展情况。（见表7）

建设

联通

管理

应用

成效

总分

建设

1

0.539**

0.580**

0.550**

0.451**

0.710**

联通

0.539**

1

0.680**

0.660**

0.527**

0.863**

管理

0.580**

0.680**

1

0.739**

0.549**

0.877**

应用

0.550**

0.660**

0.739**

1

0.603**

0.881**

成效

0.451**

0.527**

0.549**

0.603**

1

0.745**

总分

0.710**

0.863**

0.877**

0.881**

0.745**

1

表6 东部地区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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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平均班额

学校计算机专用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

信息技术结业证书教师比例

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

建设

-0.075

-0.039

0.083*

0.084*

0.032

0.142**

联通

0.029

-0.043

0.241**

0.027

-0.053

0.195**

管理

-0.01

-0.018

0.203**

0.082

-0.05

0.345**

应用

0.075

-0.029

0.161**

0.104*

-0.053

0.203**

成效

0.054

-0.067

0.120**

0.058

-0.121**

0.089*

总分

0.029

-0.046

0.212**

0.083*

-0.066

0.250**

表7 中部地区测评学校在背景题目与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

和总分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

随着建设、联通、管理、应用维度指标水平的

提升，中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

展的成效水平会进一步提升。（见表8）

具体到问卷各个指标，建设维度中，t3和

成效维度得分相关性并不显著，其他指标均

和成效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t4的相

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信息化经费的稳定

程度和成效水平的相关性水平最高。联通维

度中，t7（学校教师最常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来自哪个方面）和成效维度得分相关性并不

显著，t9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的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好用程度和成效水平的相关性

水平最高。管理维度中，各个指标均和成效

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t18的相关性系

数最高，说明学校信息化管理水平是否完善

和成效水平的相关性水平最高。应用维度

中，t28（学校哪一年龄段的教师在教学中信

息技术运用得最好）和成效维度得分相关性

并不显著，其他指标均和成效维度呈显著的

正相关性，其中 t27（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使用信息技术情况）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

学校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状

况多少和成效水平的相关性水平最高。

第三，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情况

分析。

采用方差分析得出，建设、管理、总得分

之间在不同学校类型之间有较为显著的差

异，而在联通、成效维度方面，不同学校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西部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之间对在建设、

管理、总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建设、管

理、总分方面，初中得分（2.19、3.75、3.36）高

于小学得分（2.11、3.67、3.27）。

采用方差分析，对建设、联通、管理、应

用、成效五个维度和总分进行组间比较，比对

各个维度在不同地区类型上的差距。从各个

维度来看，各个维度之间以及总得分的显著

性对应的概率小于 0.05，说明不同地区各个

学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城镇的

学校各项得分普遍高于农村学校，说明西部

不同区域之间的学校情况差异明显。

进一步对各个学校的背景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接入宽带

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信息

化培训的教师比例和建设、联通、管理、应用、

成效以及总分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正相关

性。从相关性分析来看，接入宽带的教室占

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

教师比例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升西部地区信

息化发展情况。（见表9）

建设、联通、管理、应用、成效维度均分

和总分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正相关性，说明

表8 中部地区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建设

联通

管理

应用

成效

总分

建设

1

0.559**

0.517**

0.554**

0.406**

0.687**

联通

0.559**

1

0.665**

0.697**

0.450**

0.858**

管理

0.517**

0.665**

1

0.764**

0.528**

0.875**

应用

0.554**

0.697**

0.764**

1

0.578**

0.902**

成效

0.406**

0.450**

0.528**

0.578**

1

0.711**

总分

0.687**

0.858**

0.875**

0.902**

0.7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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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平均班额

学校计算机专用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

信息技术结业证书教师比例

参加过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

建设

0.002

-0.019

0.329**

-0.048

0.022

0.08

联通

0

0.043

0.519**

-0.001

0.044

0.168**

管理

0.019

0.028

0.396**

-0.102*

00.035

0.269**

应用

0.027

0.026

0.397**

-0.082

-0.007

0.139**

成效

0.052

-0.021

0.217**

-0.049

0.044

0.067

总分

0.022

0.023

0.469**

-0.065

0.033

0.188**

表9 西部地区测评学校在背景题目与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随着建设、联通、管理、应用维度指标水平的

提升，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

展的成效水平会进一步提升。（见表10）

具体到问卷各个指标，建设维度中，t3和

成效维度成负相关，说明由国家或地方投入

可以提高信息化建设的效率。其他指标均和

成效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t5（学校信

息化建设经费是否适应当前信息化发展需

要）和成效维度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

信息化经费的稳定程度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经

费适应性水平最高。联通维度中，各个指标

均和成效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 t9和

成效维度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的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好用程度和成效水平的相关

性最高。管理维度中，t17（学校工作会议是

否研究教育信息化议题）的相关性系数最高，

说明学校的工作会议研究教育信息化议题的

多少和成效水平的相关性最高。应用维度

中，各个指标均和成效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其中t25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学校教师在

日常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强烈程度和

成效水平的相关性水平最高。

三、调查结果

第一，教育信息化建设、联通、管理、应

用维度均分和效用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从

教育信息化各个指标的维度来看，建设、联

通、管理、应用维度均分成效维度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性，说明随着建设、联通、管理、应用维

度指标水平的提升，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信息化发展的成效水平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不同类型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存

在一定差异。根据不同学校类型对于建设、

联通、管理、应用、成效五个维度以及总得分

的比较来看，不同类型学校对各个维度之间

的评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初中的信息

化发展程度较好。

第三，不同地区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存

在一定差异。根据不同地区对于建设、联通、

管理、应用、成效五个维度以及总得分的比较

来看，不同地区的信息化满意度方面存在一

定的差距，较为发达的地区信息化各个维度

的满意度得分较高，而不发达地区的信息化

各维度的满意度得分则较低。

第四，通过对学校的背景数据分析来

看，信息化建设的各个维度分数的提高和基

础设施的普及密切相关。贫困地区教育信息

化水平落后于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提升接入

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

信息化培训的教师比例等方面的条件来提升

贫困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

第五，通过东、中、西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建设

联通

管理

应用

成效

总分

建设

1

0.562**

0.550**

0.527**

0.415**

0.685**

联通

0.562**

1

0.691**

0.714**

0.498**

0.877**

管理

0.550**

0.691**

1

0.775**

0.623**

0.893**

应用

0.527**

0.714**

0.775**

1

0.624**

0.900**

成效

0.415**

0.498**

0.623**

0.624**

1

0.739**

总分

0.685**

0.877**

0.893**

0.900**

0.739**

1

表10 西部地区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

—— 29



来看，东部地区的城镇学校在信息化成效水

平方面并未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东部对于信

息化成效水平上的提高应当从教师的信息化

培训等方面入手。中部地区在实际建设程度

上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并无显著差别，但是

在信息化建设使用方面城镇要普遍高于农

村；接入宽带的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

上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支出占全校年度

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培训

的教师比例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升中部地区

信息化发展情况。西部地区城镇的学校各项

得分普遍高于农村学校，说明西部地区不同

区域之间的学校情况差异明显；接入宽带的

教室占全校教室总数的比例、参加过信息化

培训的教师比例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升西部

地区信息化发展情况。

第六，通过全国和滇西的义务教育信息

化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

反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信息化进入创新发展

时期，采用线上和线下讨论相结合的新模式；

一般地区进入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时期；以滇西为代表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信

息化刚进入起步阶段，仍以台式电脑、专用教

室作为主要教学方式。

四、对策建议

随着义务教育信息化的大力投入，信息

化建设虽然仍在起步阶段，但已经有了显著

成效。这促使我们必须在“互联网+”的时代

背景下，积极探索各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新思路、新策略与新方法，寻找一条符合各地

实际情况的教育信息化发展道路，积极推进。

（一）从战略高度加快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信息化的建设维度得

分仅为 50.37，还未达到及格水平，说明全国

义务教育信息化建设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

升。实现教育的现状化，要将教育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升教

育信息化水平。［1］全国各地义务教育信息化

水平建设差距较大，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

信息化建设维度得分均在60分以上，但是青

海、西藏、新疆等地的信息化建设维度仅有

40分左右，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信息化建设

程度较低。国家应当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

教育信息化的资金和硬件投入，进一步加强

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当地学校有

设备可用，有网可通。同时，转变投入和评价

方式，从强调PC端设备数量、生机比、多媒体

教室数量等转变为强调移动端配备情况、网

络连通情况等，移动端有可能是推进经济不

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教育精准扶贫的

突破口。［2］即使是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教师

和贫困家庭也基本拥有手机等移动终端，学

生若能在学习中实现移动终端的常态化应

用，学业数据和成长数据就可以实现伴随式

收集，进而能提供精准实时的追踪、评价和干

预。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各地区中小

学的教育信息化硬件投入以及管理评价，都

应将移动端设备的配置作为一项重要指标，

并且应当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加大信息化建

设，让这些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

避免重复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走过的老

路和弯路，直接过渡到移动时代的教育信息

化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设

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在国家大力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的

过程中，各个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

化建设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很多信息化

设备在农村学校经常被“束之高阁”，只有在

上公开课、信息技术课程时才被使用，利用率

很低。［3］

全国的信息化应用维度得分仅为51.83，

远未达到合理的预期水平，并且全国各省市

的信息化应用维度的得分差距较大，说明经

济不发达地区的信息化设备使用效率普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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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是由于计算机等信息设备的更新速度

很快，但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信息化设

备没有经费支持进行持续更新和升级换代，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如果能够从学校管理层

面整体部署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规划，明

确信息化设备在教育教学中的使用要求，制

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那么无疑能够提升

各个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设备的利

用率和使用效果。

（三）进一步促进实现教育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运用

全国义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效益整体得

分为 70，各省市普遍得分均在 60 左右，而滇

西的义务教育信息化得分仅为48.82，远低于

全国的义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表明贫困

地区的义务教育信息化发展仍然迫在眉睫。

而且，虽然各地信息化发展已经有了显著效

果，但是该效益尚未达到理想的水平。效益

不理想的原因在于，存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两张皮”现象，把信息技术当作一门学科

而非通用工具。学校应确立“以应用为导向，

以‘三通两平台’为抓手，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思路，全面推进教育信息

化工作。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外部利益主体与中小学

为代表的内部利益主体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任，采用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学校自主的建设机制，协同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应建立以县为中

心、以乡镇为节点、以村校为末梢的城乡教育

命运共同体，通过“专递课堂”、“名师课堂”、

“名校网络课堂”，将城内的优质教育资源输

送到农村中小学，实现强校带弱校、一校带多

校的教育均衡发展。深化课程改革，不仅仅

是将信息技术作为一门独立课程设置，更是

强调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应用融合。应进

一步提升学校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

将“国培计划”与“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有机结合、一体实施的过程

中，通过网络教研平台等为教师提供专业发

展的指导和互助。

（四）深入探索适合经济不发达地区教

育需求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

当前，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各级各类学

校已不同程度地建有校园网，并以多种方式

接入互联网，但是我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

础教育仍然薄弱，［4］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不

足，教育质量差距较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

育资源严重匮乏，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并且水

平较低，农村学校通常“开不齐课、开不足课、

开不好课”。而信息技术由于具有突破“时空

限制”的优势，在教育教学中被广泛应用，能

以较低成本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和经

济不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

教育公平，成为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

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往往有着截然不

同的地域、经济、人口学等特征，因此，根据各

地的地方特色探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教育信

息化发展道路显得尤为重要。要针对不同地

区分类施策，以信息化应用缩小区域差距。

应将经济不发达地区学校分层分类，在不同

类型的学校中遴选出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的代表，作为信息技术应用试点

进行推广。在试点和推广过程中，加强专业

引领，从理论层面加以引导，并通过实践探索

找出一条适合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信息化

特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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