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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化背景下，关于信息化技术在教育资源均衡问题领域

应用研究大量增加。张伟平、王继新（2018）提出，农村地区信
息化教育存在问题，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缺乏硬件和师资力量，

信息化教学缺乏有效的设计，建议建立共同体信息化化实践模式、

“双师”型教育信息化实践模式以及数字资源共享模式，在农村地
区建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实现多方主体协同推进教育信息

化的驱动机制建设[1]。杜星学（20 1 9）指出，信息技术逐渐

深入应用到教育教学，要努力构建互联网+人才培养模式，运用
互联网提供教育新服务，形成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2]。陈晓

明（2019）提出，教育教学过程要融入信息化技术，义务教育阶

段要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体系，注重数字化校园建设，重视信息
化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积极构建互联网+教育教学模式[3]。沈

燕（2021）指出，要解决教育全面均衡发展，就需要加强信息技

术的应用，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教育资源均衡发展问题的解决，建
立信息化教育平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教育资源的合

理和有效配置[4]。已有的文献探索了信息化技术在教育资源均衡

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信息化技术在教育资源均衡方面应用路径等，
为本文研究《信息化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1　信息化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现状与均衡问题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乡村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

发展趋势，乡村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

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使得乡村教育资源不均衡问
题依然突出。

1.1校间信息化教育资源建设水平存在差异

不同乡村地区的信息化资源网络建设存在差异，一些农村学
校可以满足《 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出

口宽带超出1000Mbps”等要求[5]。然在进行课堂专递以及同步课

堂活动时，网速并不符合校间同步要求，主要体现在组织活动前，
在同一时间，一些学校网络存在卡顿问题，网络稳定性与网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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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能够为教师与学生提供良好网络服务，对日常教学活动稳

定进行产生一定影响。部分乡村学校在计算机硬件建设方面存在

不足，不可以支撑信息化资源使用，设备较为老化，故障率高。缺
乏信息化设备专业运维人员，往往通过外聘人员开展维护工作其

成本较高[6]。

1.2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存在“资源孤岛”现象
乡村地区的信息化平台共享不畅通，信息化资源平台功能不

够，乡村学校信息化资源平台不足，没有进行互联互通，存在严

重的“资源孤岛”现象，无法便捷地使用，出现重复上传，资源
浪费问题[7]。资源平台登录方式主要是PC 端与网页版登录，移

动端不足。更无法进行个性化精准推送。平台中部分教材资源没

有及时更新。
1.3乡村地区不建设信息化教育资源库

信息化资源内容质量差异较大，缺乏资源共享，难以快捷地

输出或输入优质资源，一些乡村学校不建设信息化教育资源库。
随着学生的发展需求日益多元化，乡村地区要加强信息化教育资

源的建设，通过网络化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但是当前不

少乡村地区教师素质与能力有限，建设信息化教育资源较为有限，
信息化教学资源不足，无法满足乡村地区学生的发展需求，未来

乡村地区教育资源还需要更加多样化[8]。

2　信息化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均衡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信息化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均衡问题要解决，还需要

大力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完善信息化基础建设，加强乡村地区

信息化服务建设，乡村地区建立教育资源有效共享机制，持续不
断地提升乡村地区师生的信息化素养。

2.1注重乡村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信息化基础建设，减少校与校之间资源差距，健全硬件
及网络环境确保信息化资源得到有效建设与应用，减少校与校间

资源差距[9]。使“互联网+ 教育”能够得到保证。确保师生可

以快捷、方便地获得教育资源。再者，积极开展信息化资源建设
摸排工作，组建维修团队，对一些老旧设备无法开展工作的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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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更新，确保师生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得到满足。

2.2加强乡村地区信息化服务建设

乡村地区信息化服务建设要符合《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
划》要求，对其服务体系进行优化，对信息化平台功能和服务

模式进行优化，以保障信息资源服务模式[10]。互通互联，接入

省部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并与其他地区互通共享。安排
专职人员要充分了解教材版本、内容，并进行有效统一更新。

利用大数据的功能，开展智能推送。能够满足移动教学。进一

步优化乡村信息化教育平台，为移动课堂教学提供保障。确保
师生获得良好体验。

2.3乡村地区建立教育资源有效共享机制

在乡村地区，政府要发挥作用，建立教育资源的结构标
准，加强版权机制建设，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引入企业，建

立有效共享机制，不断推动资源建设，全面覆盖乡村教学点、

薄弱学校，建立城乡同步课堂，利用脱贫帮扶机制进一步扩大
优质资源辐射面，进而保障城乡结对帮扶能够实现师生互动、

管理共进、信息互通、差异互补，具体见图 2 - 1 ：

2.4持续不断提升乡村地区师生信息化素养
进一步提升师生信息化素质。满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文件，借助信息技术进行

自主探索、自主发现，提升创新和信息化意识，不断强化信息
技术，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在信息化背景下，乡村地区师

生要持续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素养，本文认为，信息化素养

主要包括四个核心内容：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

信息社会责任，具体见表 2- 1：
3　结论

通过信息化教育资源提升乡村地区学生学习兴趣，激发他们

的学习能力。让学生充分融入社会，增强志愿服务精神，增长
本领为将来服务社会，汇报社会奠定基础，乡村地区相关部门

应与学校积极建设信息化资源，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路子，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改革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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