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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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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公平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信息化的

发展为保证教育的公平性提供新的保证。本文立足县域义务教育

信息化发展评估指标的构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县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评估的概念、发展现状、实施原则、评估的意义以及对

应策略五个角度，进行此部分内容的简要介绍。如有不足之处，

希望广大同仁提供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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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我们得出如

下的认识：教育公平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重要表现；教育公

平有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将教育资源向县级区域进行

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教育之间的差距。然而，从中国的实际

教育教学而言，各个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教学能力存在发展不

平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本文以县级义务教育为出发点，

构建教育信息化的均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旨在促进教育的公平

化，也为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一、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概念性化解读

本段注重从县级教育、义务教育以及信息化三个角度进行简

要论述。

本文中的县级教育是指：以县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所在地的时

空分布。此为政府行政机构。

本文中的义务教育是指：对象是适龄儿童；性质是公益性的

保障事业；目的是通过关注义务教育时期儿童的发展，并进行针

对性的文化教育，旨在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也为受教育

的儿童提供改变个人生活的机会。这种义务教育具有普适性、强

制性以及免费性的三重特性。

本文的中的信息化是指：本文的中信息化是技术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在此阶段，各种信息被充分运用，并构建相应的信

息系统，从而实现人、财、力的充分运用，并在此过程中，达到

较为合理的个人行为、组织决策以及社会运行的状态。本文中的

教育信息化是指，县级教育部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相应的

日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况，实现教

育的公平性。

二、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的现状

现阶段竞争的实质是人才。人才的产生在于教育。随着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充分融合，并逐渐形成相应

的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模式。这种状况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县级

之间教育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也充分重视各个县级区域教育的均衡性，也在《教育部

关于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

提出“推进中小学教育信息均衡化的举措”。为此，各个县级教

育部门可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以及现阶段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时期，真正将教育与信息进行融合，并构建相应的评估机制，

正确的认知教育在县级区域的发展现状，并采取随之有效的策略，

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通过实际的调查，以及阅读相应的资料，发现：从经济角度

而言，部分地区由于受到经济要素的限制，导致这些区县出现教

育失衡的现象，即产生一定程度的“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等等，

从而阻碍教育资源的区域分配。从硬件设施而言，大部分学生存

在重视硬件设施，忽视软件的状况，即部分地区只是引入相应的

硬件，并不注重引入相应的人才，从而导致教育资源运用不充分，

或是畸形的状况。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县级之间的教育信息差距，本文注

重从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均衡发展评估的角度，进行此部分内容的

讲解，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构架相应的评估体制，建立相应的评

估方法，真正为现阶段县域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相应的决策指导，

促进县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的原则

在现阶段的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体系的构建过

程中，相关部门可以从评估体系构建的均衡性、动态性、倾斜性

以及高效性三个角度入手，真正构建出切实可行的评估机制，为

各个县域教育的发展，提供较为科学的标尺。

（一）注重均衡性的原则

在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体系的构建中，相

关部门应丢弃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即消除绝对

的平均主义，真正结合各个县级区域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性，进行

弹性化的评估。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深入了解各个县级区域教

学水平的实际状况，并在了解各个县级区域教学基础水平的基础

上，灵活制定相应的评估机制，坚决避免“一刀切”的状况。

（二）注重动态性的原则

任何教育评估体制的构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关部门需要

遵循动态性的原则，既要考虑各个县级区域所在地的历史文化条

件、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条件，又要考虑各个县级区域实际教育差距，

构建出具有动态性的评估体制。与此同时，在构建均衡性动态评

估体系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落实“钉钉子精神”，切记出

现“急于求成”的状况，从而逐渐相处各个县级区域教育水平之

间的差距，并逐步完成教育非均衡性，向教育均衡性的良性转变。

（三）注重倾斜性的原则

“木桶盛水量的大小是由它的短板决定的”。在构建均衡发

展评估体系的过程中，县级机关部门需要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将优势的教育资源，向此部门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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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补偿弱势县级教育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部门需

要设置相对比较切合实际的倾斜式评估体系，真正让弱势区县的

教育水平逐步获得提升。

（四）注重高效性原则

义务教育是学生必须的接受的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受

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相关

部门需要注重教育质量，通过教育信息化的普及，让更多的县级

区域的学生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也让部分县级区域的领导摆脱

只重指标，不重视质量的原则，提升义务教学发展的高效性。

四、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评估的意义

本段注重从事教育行业的职能部门、教育理论、教育体系以

及教育资源三方面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旨在促进我国教育部

门的均衡发展，真正构建具有弹性、高效的义务教育模式。

（一）增强相关教育部门角色的科学性

教育部门是各项政策的落实者，对各个区域的教育发展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县级义务教育评估体系，

相关教育部门可以真正以此，作为衡量各个县级区域教育水平的

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的了解各个县级区域之间的教育

水平，制定符合各个地区，且具有动态性的政策，促进我国义务

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完善县级教育信息均衡发展的理论

“实践出真知，真知指导实践。”理论基础的构建可以为实

践指明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摸石头过河”的盲目性、无序性。

通过本文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实践，各个县级区域的从业人员可

以以此理论，作为开展日后教育工作的理论指导，并在实际的操

作过程中，不断对此理论进行完善，或是纠正，推动此部分理论

的完善和发展。

（三）推动我国教育体系的发展

教育是我国发展的基本国策。衡量各个地区教育的水平成为

制定各种策略的关键性要素之一。通过构建县级义务教育信息化

发展评估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认知我国教育现状的标

尺，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我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真正为落实“人

才强国”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保障。

（四）促进我国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通过研究不同的文献，并进行相应的实际考察，发现：我国

教育资源存在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差

距大的状况。针对此种情况，相关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相应的评

估体系，真正合理的配置不同县级地区之间的教育机会、教育资源、

教育经费，并逐步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真正促进我国教育资源

的进一步优化再分配，促进我国整体义务教育的良性和均衡发展。

五、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策略

本文中的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发展评估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学术性以及操作性，并在结合实际教育、教学状况的

基础上，进行相应内容的论述，真正构架具有高效性的评估体系。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此部分内

容的论述。

（一）构建相应的研究理论

理论是开展各项方案的方向。在本文的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

发展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执行者注重阅读相应的文献资料，

并在了解前人理论基础上，构建相应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本文

注重结合研究区域的状况，进行相应探究框架的完善，最终制定

具有方向性和执行性的研究方案。

（二）开展相应的理论实践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本文注重从模型的构建、要素的分析、

指标的归类、专家的咨询以及权重的确定四个角度，进行此部分

内容的论述，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结合实际的实验成果，形

成相应的设计评估方法，制定相应的评估手册，最终形成相应的

评估文字。

（三）进行评估体系的完善

此文理论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并不能真正将各个县级区域的

教育状况进行展示。为此，本文中的执行者注重吸取其他优秀人

员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不断讨论和实践，

最终形成相应的范本。

（四）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以及引进机制

众所周知，人才才是解决教育水平差距的中因素。各个相关

部门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既要依据相应的理论，又要结合本地

区的实际，适时的引入高水平的人才，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与

此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将这些人才容纳到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过

程中，真正在此基础上，构建出较为科学以及高效的评估体制，

促进县级区域义务教育水平的提升，增强教育信息化，真正推动

各个县级教育的均衡发展。

六、结语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相

关教育部门应真正立足现阶段教育实际，真正乘坐“信息技术的

大船”，构建符合各个区域的教育信息化评估体制，并在此基础上，

真正认知本地区的教育漏洞，并进行针对性的弥补，也要不断优

化和调整相应的教育信息化评估体制，促进我国教育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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