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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将“教育公平”

作为核心关键词之一，提到“把促进公

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指出教育

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

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

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纲要》中也多次提及“教育信息

化”，提到要“加快终端设施普及，推

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实现多种方式接入

互联网。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

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这不禁让

人联想到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教育

信息化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本文就此

观点展开讨论，并将范围限定于我国中

小学。

2 问题分析
教育公平，可以定义为所有社会成员

平等地拥有接受某种教育的机会[1]。提

到教育公平，说到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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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立即想到要公平地分配相关教育资

源，但实际上各个层面的公共政策对其

影响更甚。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具备

基于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才能实现教

育资源以及其他因素的公平分配，促进

教育公平发展[2]。《纲要》中提出的根

本措施实际就是制定“倾斜的”政策，

从而在配置教育资源时照顾弱势地区和

学校。

教育信息化，可以视为“在教育

领域广泛而深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促

进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祝智庭，

2011）。谈到教育信息化的意义或作

用时，往往会提及其对教育公平的促进。

有学者认为，实施教育信息化将保障每

一国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性，并有利于从

根本上消除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所产生的教育水平的差距，使全体

国民的综合素质普遍提高 [3]。

学界从理论上肯定了教育信息化

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实

践中的效果提出了怀疑。由于城乡、地

区、学校的经济、物质条件差异，许多

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并没有真正享受信息

技术带给他们的实惠，反而更加陷入教

育资源的劣势，出现更大的教育不公平。

理论与实践不符，可知“根本措施”

没有到位，也就是说对于教育信息化的

相关资源（简称“教育信息化资源”），

未能制定或实施合理的“倾斜政策”进

行配置。根据基于需求的教育资源配置

系统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是指，根据某

一待配教育系统已构建的教育目标，对

各种教育资源在质与量及其他属性等方

面的需求而进行的配备和依据这些教育

资源本身的性质特点及其之间的相互关

系而进行的布置 [4]。既然已经把促进公

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而且研究

证明“教育公平与教育优异可以并肩前

进”（M. Sadker，2001），那么教育

公平就是我国教育系统的最重要目标之

一。而由于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的

理论作用，对其相关资源的配置就更应

该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

究竟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教育信息

化资源配置政策，才能规避“教育信息

化”的不利一面，真正发挥其促进教育

公平的作用呢？笔者不敢妄言。这个复

杂的问题需要多方考证，但决策者至少

应该明确某地区或某学校现有教育信息

化资源的状况，应该考虑不同类别学校

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学生获得特定教育资

源的机会与程度 [1]。简单说，就是要

知道现有的差距，才知道应该怎样向弱

势方“倾斜”。接下来就讨论怎么表示

不同地区或学校之间教育信息化资源的

差距。

教育公平，可以定义

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

拥有接受某种教育的机

会。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为了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发

挥其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首先需要对教育信息化资源的现况

进行测度。就此提出一套指标体系，包括基础设施、数字资源、

师资配备三大项及若干小项，可供决策者参考。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课题“中国教育技术装备发展史研究”（项目批准号：DCA110188）子课题“我国校园气

象站的发展研究”结题报告第一部分。



CETE 学术研究 

- - 12 12 --

2013年3月中 第08期（总第302期）

3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资源测度指标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实施，主要是建设信息设施、开发信息资

源和开展信息技术教育。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将用于教育信息化的

物质条件、数字资源、师资配备等，统称为教育信息化资源。

根据对教育信息化过程的了解，并对闫慧、王唯、孔繁世提出

的三种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进行借鉴，笔者提出一套中小学教育信

息化资源测度指标，用于描述所测地区或学校某年度的教育信息化

资源情况。

1）基础设施。

①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生均投资（元 / 人）：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购买计算机、投影仪、电视机等设备，建造多媒体

教室、机房、电子阅览室等场所，以及配备卫星接收装置、铺设网

络等。

②教学用计算机的生机比，即在校学生数 / 教学用计算机数。

③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台 / 百人）：计算机数统计时包括教

学用计算机、工作用计算机、图书馆的计算机等，人数统计时包括

所有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等。下同。

④每百人电视机拥有量（台 / 百人）：用于播放电视节目以及

教学光盘的电视机，也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设备。

⑤每百人多媒体教室拥有量（间 / 百人），包括各种可用于多

媒体教学的教室、机房、电子阅览室等。

⑥人均网络带宽拥有量（M/ 人）：反映网络通信能力。

2）数字资源。

①用于数字资源开发的人均投资（元 / 人），包括开发教育信

息管理系统、教学软件、课件、多媒体素材等所投入的资金，以及

购买市场相关资源的资金

②教学资源数据库总容量（G）：某地区或学校存储的教学资

源库总量。

③教育管理数据库总容量（G），即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

库容量。

④网站数（个）：某地区或学校拥有的教育教学网站数量。

⑤网络课程数：某地区或学校建设的网络课程门数。

3）师资配备

①信息技术课程生师比，即在校学生数 /信息技术课程教师数。

②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信息技术教师比例：反映信息技术教师

的质量。

③每千人中信息技术专门人才数（人 / 千人）：信息技术人才

包括拥有一定信息技术特长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

如上所述，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资源测度指标体系由基础设施、

数字资源、师资配备三项组成。基础设施是根本，也是以往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

实施，主要是建设信息设

施、开发信息资源和开展

信息技术教育。

投入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但由于各种

设备得不到妥善利用出现大量的浪费现

象。于是“人”的因素越发得到重视，

信息技术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而

且往往承担着建设校园网、开发教学及

管理软件的任务，其数量和质量都需要

得到保证。对于弱势学校和地区而言，

要“配套”满足基础设施和师资，数字

资源则可暂缓发展。因为数字资源的最

大特点就是易于共享，可以先使用国家

及优势地区开发的资源，比如教育部开

发的国家级大型基础教育资源库等。

4 小结及不足
根据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资源测度

指标体系，可以测得某地区或某学校教

育信息化资源的相关情况，获得基础设

施、数字资源、师资配备三方面各个小

项的数据，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合理的教

育信息化资源配置政策，向农村地区、

边远贫困地区等弱势地区或学校倾斜，

从而有可能真正发挥教育信息化对教育

公平的促进作用。

对于具体如何制定政策，本文在提

出资源测度指标之后并未讨论，有待教

育规划领域的专家进行解答。而且，要

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教育公

平，不只有制定配置相关资源的政策这

一种方法。很多弱势地区和学校在观念

上就对教育信息化不重视，或许这才是

造成他们无法享受教育信息化成果的最

大原因。如果要对这些观念进行测度，

则需要用到“使用计算机时间”“信息

技术课程占所开课程比例”等指标，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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