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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信息化必须防止的倾向性问题

 

陈 琳 

(徐州师范大学 信息传播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 我国信息化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出现了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要求很不

相称的唯“美”、唯“商”、唯“硬”、唯“新”和唯“量”等倾向, 任凭这些倾向性问题

发展, 对于信息化是十分有害的。本文梳理、分析、探讨了对我国教育信息化有影响的倾向

性问题的弊端和成因, 提出了从根本上避免倾向性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 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倾向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 G43 [文献标识码] A 

    信息化是每个国家的必由之路, 且是崭新的课题, 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各国都在摸着

石头过河, 走得好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和影响, 弄得不好会造成惊人的损失和浪费。我国信息

化取得了举世瞩目、值得令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成绩, 然而在信息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倾向性

问题, 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国信息化进程中的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是存在唯“美”、唯“新”、唯“商”、唯

“硬”和唯“量”等倾向。 

一、唯“美”倾向    

    唯“美”倾向是在信息化发展方面一切向美国看齐, 将美国的标准当作国际标准, 将美

国的做法奉若神明。我国的许多报刊文章, 在论述信息化发展时几乎都引用美国总统、副总

统的言论, 我国信息化的实际做法, 也是在套用美国模式, 在加快步伐赶美国。曾几何时, 

产于美国的建构主义, 在我国的研究刊物上频频亮相, 似乎是不谈建构主义就不成文章。 

    美国是当今世界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我们在信息化方面不顾国情地一味追赶美国, 

会使我国信息化误入歧途, 有碍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稳步、协调、和谐的发展。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其国民产值占全球的

30%, 人均GDP约为37 610美金( 世界银行公布, 以下同), 它的军费开支比排在其后的六个国

家国防预算的总和还要多, 2004年度达到了4300亿美元。[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我国人均GDP2004年才1100美金,国人均GDP是我们的36倍, 因此仅从这方面讲, 我国信息

化也不能走美国的信息化之路, 我们决不能脱离国情来奢谈信息化, 我们必须走具有中国特

色的信息化之路。 

    中、美国力十分悬殊不是问题的全部, 问题还在于达到同样的信息化水平, 我们要付出

数倍甚至还要更高的代价。信息技术方面的核心技术绝大多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全球信息

化高速发展的大赢家是美国, 美国之所以自从克林顿执政时期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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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引领信息技术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谙熟此道, 在信息产品的开发上, 在全球引领

各国做着追逐产品性能的游戏。由Intel公司诞生的CPU发展的摩尔定律, 一方面创造了技术

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新神话;另一方面使各国为频繁更换产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使世界的财

富更多地流入了美国的钱袋。美国本身的产品频繁换代, 表面看它也付出了代价, 但如果将

美国全国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来看的话, 只相当于它将钱从一个口袋放入自己的另一个口

袋。正因为如此, 美国人对信息技术产品的竞争游戏乐此不疲。如果说里根任美国总统时的

星球大战计划拖跨了前苏联的话, 那么按现在美国炒作的信息化一味跟进, 会使许多国家大

伤元气。对此我们必须有战略眼光。 

    在信息化方面一味跟进美国, 既跟不起, 也没有必要。高度信息化必须建立在人的素质

普遍很高的基础之上, 在人的素质还不很高的情况下, 一味信息化，只能使信息产品大材小

用, 只能是杀鸡用牛刀。孰不见我国许多行业将当今配置得非常高的PC机在当计算器使用、

当游戏机使用? 年轻人心仪网吧, 绝大多数人也只是在将互联网当作聊天、游戏的工具, 不

少青年人甚至于聊天、游戏上了瘾, 目前大学生辍学的有相当部分是因为染有网瘾而影响了

学业。信息化使国家付出了重金, 那么究竟用它来干什么呢, 值得国人深思。我们发展信息

化不能是盲目的, 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在信息化方面, 国内学术界有着很不好的倾向急功近利, 非常浮躁, 在撰写有关信息化

的文章时并未对信息化的利弊得失、实际应用、技术发展作深入研究, 而是大肆宣扬美国的

做法, 似乎起劲地兜售、吹嘘美国做法的人是了不起的。 

二、唯“新”倾向 

    唯“新”倾向是追赶设备的新功能、高性能。购买IT产品, 不考虑实际需要, 什么新就

买什么, 对拥有的IT产品和软件, 频频升级换代。有许多人自从奔腾计算机开始, 所换过计

算机的次数, 远远超过奔腾计算机的代数, 许多人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一年半载就瘦身一次, 

手机几个月就焕然一新。许多人以用高档IT产品为荣, 以IT产品的高性能标榜自己的身份, 

IT产品性能的提升似乎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 严重存在着大少爷作为, 花花公子行为, 

丢掉了中国人务实、节俭的优良传统。 

    许多人是在向美国看齐, 然而美国人在IT设备应用方面的务实态度他们又了解得太少太

少。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的局长早在2000年到美国访问后就感慨万千: [2]中国交警的对讲设备

是世界一流的, 是最先进的, 但只做最简单的应用, 而美国交警那时用的对讲设备都是十几

年前的产品, 既不新也不先进, 但用得很好。[2]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社摄影记者手中持握

的, 相当多的是佳能、尼康专业数字照相机中最顶尖的, 国外记者对此望而兴叹, 然而我们

许多手持顶尖照相机的“大腕”记者, 是将顶尖产品当傻瓜机用, 有不少人喜新厌旧换新照

相机了, 对在自己手中握了数个月的照相机上的许多功能不仅没有用过, 有的压根儿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现在许多国际性大企业推出新产品时, 往往在我国与美国同步推出, 许多国人

对此欣喜万分, 认为是我国国力强大的象征, 而不知道我国已成为IT设备的实验场, 我们在

为国外IT企业分担着研究费用, 我们为此花费了许多冤枉钱。 

    如此的追“新”, 让国人心疼。在我国有许多适龄儿童还不能走进学校的时代, 在许多

年轻人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交不起学费而焦心的时代, 如此的“履新”合适吗? 我们每个

人在考虑更换设备时, 不妨多想想我国的国情, 多想想我国的现状, 多想想如何为国家为社

会多尽点责任和义务, 将可能由于更新设备而浪费的钱多拿些资助贫困的学生, 多捐些给公

益事业。每个人多献出一点爱, 社会的阳光就会更灿烂。 

    购买IT设备追“新”, 购回后又当宝贝舍不得使用, 结果过了几年拿出来用时已成昔日

黄花、惨遭淘汰的事, 屡见不鲜。 

    唯“新”倾向的另一方面是不计投入地以IT产品替代传统产品, 出现了唯有IT产品好的

倾向。在学校中, 不少教育工作者对利用投影器进行教学不屑一顾, 是言必谈计算机、投影



机, 许多学校在用几万元钱一台的投影机与几千元钱一台的视频展示台的组合,干几百元钱一

台的投影器就可以干得很好的事。 

    唯“新”的一个恶果是彻底否定传统, 导致许多人信口开河说胡话。我国著名教育家吕

型伟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席话:“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什么叫创新? 近年来改革与发展大潮中形

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 我称之为‘浮肿病’和‘多动症’, 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

出不穷, 仔细去检查一下, 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之外, 大都是文字游戏, 其实一切

照旧。我也曾说过, 这一场教学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 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

病。”[3]我国信息化方面的确存在着吕先生所说的两种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
 

三、唯“商”倾向 

    唯“商”倾向是以商论——企业的言论当作决策的依据。当然, 以企业的言论作决策的

依据并不是不可以, 问题是许多企业言论中含有陷阱。常言道“无商不奸”, 社会主义的企

业本非如此, 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健全, 市场经济的规范、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情

况下, 对商论必须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一些说法直接由企业发出并传到决策者和老百姓耳中, 人们自然会保持警惕, 现在的问

题是许多商论是借助于媒体传给每一个人, 而本该公正的媒体现在有的已经变成了企业的代

言人, 被企业“俘获”。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曾提出政府被俘获之说, 这就是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

数利益集团所影响, 所俘获( 指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 使其 

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利益集团, 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

为代价。[4]在中国的信息化实践中, 也时常有部门和集团打着现代化、信息化的旗号, 对政

府形成某种行业租借, 使其独占或垄断市场, 而使信息化的某些政策沦为某些部门和利益集

团的特殊政策或优惠政策, 创造了许多暴富神话。 

    如果说政府被俘获许多是由于官僚主义严重而在不知情受蒙蔽的情况下而为之的话, 那

么许多媒体则是心甘情愿甚至于是在主动被俘获, 许多媒体的产业新闻, 完全就是企业的产

品宣传资料, 甚至于企业散发的新闻稿被媒体一字不去地加以利用, 并堂而皇之地加上“本

报讯”之类的字眼, 为企业做着隐性广告, 而且要在媒体上发表公开批评企业产品质量的文

章, 媒体则很不情愿。一种可怕的现象是, 媒体被企业俘获”, 政府又被媒体所蒙蔽, 我国

在信息化方面的许多巨大浪费, 与这类俘获不无关系。 

四、唯“硬”倾向 

    唯“硬”倾向是只追求设备、设施的拥有。 

    信息化体系包括六大要素, 这就是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和产

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信息设备设施是信息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

信息化的基础,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也难做无灶无锅之炊, 离开了信息设备设施, 信息化

无疑成为空谈, 然而设备、设施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许多单位一味大量购买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像机、数字摄像

头、光盘刻录机、网络设备, 不少单位甚至于使每一位工作者“武装”齐全, 并将所有的计

算机连上了宽带网, 不能不说是在信息化, 然而应用情况如何呢? 许多办公室计算机成天开

着, 但要么无人在用, 要么上网聊天, 要么玩网络游戏, 如果说应用, 多数也是进行文字处

理而已。有的计算机日日夜夜开着, 是为了在QQ上多出现几个小太阳。这听了让人感到荒

唐, 令人气愤! 如果这也叫信息化, 那信息化又有何意义呢? 很显然, 这完全背离了国家信

息化的初衷, 偏离了信息化的方向, 然而这已不是支流, 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教

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何克

抗教授认为, 如果再不认真考虑信息化的应用, 花重金不带来应用效益,则钱花了, 信息化也

就化到头了。这绝非是危言耸听,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醒世警言。 



    关注设备、设施, 如果将精力、经费投入设备、设施的研究和信息化环境的技术开发

上, 国人会拍手称快, 因为我国在信息设备、设施的研制技术方面与世界水平差距巨大, 虽

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 但整体上不容乐观。 

    在信息化设备、设施方面, 我们的媒体往往津津乐道于我国信息加工业的产值。看产值

的确令人兴奋,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工业第一大产业, 2004年我国全年电子信息

产品的制造业销售收入达到26500亿元, 微机产量达到4300万台, 手机2.3亿部。但在全球制

造业产业链上, 我国企业处于低端, 以生产制造为主, 科技创新能力弱“,一流企业卖标准规

范, 二流企业卖技术, 三流企业卖产品”, 我国大多数信息产品制造业为三流企业, 如此多

的“中国造”, 有的是用别人的技术, 有的是来料加工, 我国企业能拿到的利润份额极为有

限。我国是DVD第一生产大国,然而每生产一台DVD要交有关DVD联盟13.5美金, 使我国生产一

台DVD赚的钱还不如“进贡”DVD联盟的钱多, 这虽然仅仅是个案, 但值得国人深思, 我国科

技工作者应将之看成耻辱, 从而自加压力地向科技高峰攀登。我们再不奋起直追, 孤立的个

案就会普遍化, 我国数字照相机、打印机、数字彩扩机等等的生产很快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唯“硬”倾向削弱了人们本该有的对软件开发、资源建设的应有关注, 导致了软件产业

落后, 网络资源匮乏的畸形发展。 

五、唯“量”倾向 

    只求拥有, 不管应用, 不讲效益, 不考虑投入与产出关系, 不计成本, 不考虑绩效, 几

乎已成为我国信息化中的通病。 

    考察一个单位是否信息化, 往往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台计算机, 有多宽的网络出口, 有

多少台投影机,等等, 似乎拥有了设备的“量”就拥有了一切。 

    唯“量”倾向的存在, 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但以下四方面是其主因: 一是官僚主义。

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下情不太了解, 对信息化本身缺少了解, 又不愿意沉下去搞调查研究, 也

不愿意认认真真地探讨和学习信息化本身, 而是坐在办公室乱发评估标准, 并以各种统计数

字来衡量各单位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以及信息化程度, 如此的官僚主义, 如此的瞎指挥, 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二是商家暗中使坏, 想了别出心裁的坏点子, 设圈套让企事业单位上

钩, 最典型的是推出各种各样的应用方案, 大造舆论给人们灌迷魂汤,更有甚者是俘获官员, 

以行业标准的名义让下属单位买单。我们的许多学者, 也自甘堕落地应商家要求违心地写文

章吹嘘各种方案。三是许多单位领导人好大喜功, 对形象工程乐此不疲, 信息化成了不少人

干政绩、树形象的绝佳机会, 许多学校校长说起计算机拥有量、投影机拥有量, 眉飞色舞、

容光焕发、充满自豪,似乎有了这些IT产品的量, 学校就上了档次, 有人参观时也是带到多媒

体教室、计算机房, 而应用情况如何, 是否改进了教学, 只字不提。信息化产品无疑成了

“展品”, 成了徒有其表的金字招牌。四是IT设备技术人员不正确的媒体观、世界观。近几

年奢侈浪费成风,对唯“量”倾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唯“量”倾向太可怕, 因为它会使国人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业付诸东流。信息产品的

更新换代很快, 对信息产品无论是性能还是拥有量, 都应以够用为原则, 而且这种够用是巧

安排后的够用。有些高校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通过延长机房开放时间的办法, 用较少的计算

机较好地解决了学生上机的问题, 使学生的信息技术学得很好,信息化水平非常高。 

    要克服唯“量”倾向很容易, 只要定期进行信息化效益评估即行。效益问题必须解决, 

效率低下的信息化是没有出路的。 

六、力避倾向性问题的措施 

    以上所探讨论述的倾向性问题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必须寻找防止和避免倾向性问题的措

施, 当务之急是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加强教育, 提高认识 

    每一个从事与信息化相关工作的同志, 要很好地理解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要从建



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高度来考虑信息化问题。要有主人翁意识, 凡事从国家利益和人

民的利益出发进行考虑。要加强信息化方面的科学宣传、教育。随着全民族信息化认识水平

的提高, 倾向性问题就会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2. 科学决策, 分类指导 

    政府部门在制定信息化政策、提出信息化指标时, 要广泛论证, 虚心听取信息化方面专

家的意见。要不断学习新技术, 不断加强自身的信息素养, 不断提高决策水平。 

我国地大人多, 各地条件千差万别, 信息化要力求避免一刀切。要早日启动信息化绩效的评

估机制。 

3. 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在信息化方面, 中国特色的之路应该是: 不盲目跟风, 切忌过早低水平普及, 要在尖端

技术研究方面超越和突破, 跨越式发展。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可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优势, 捏

紧拳头, 集中物力、财力在信息化技术方面打攻坚战, 不断铸造核心技术。 

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 只要在信息化方面充分发挥国人的智慧, 正确引导, 科学决

策, 务实行事, 中国信息化的明天一定会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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