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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教育信息化现状及趋势调查分析

 

姚传富 

      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信息化成为有效化解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教育

部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在校生总量高达2.3亿人，学校50多万所，教师1100多万

人。然而，我国的教育事业却远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前教育事业仍存在不少急需解决

的矛盾。 

  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教育资源总量严重不足是目前一个主要矛盾。仅在大学，我国

目前就缺少大约100万名教师。而在中小学，教师数量的缺口更多达300万以上。实行高校扩

招以来短短5年时间，我国在校高校生总数已突破2000万人，是2000年高校在校生人数的2.5

倍。2006年高校招生总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530万人。而同期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并没有相应增

加，2004年与2003年相比甚至还有所下降。大规模扩招，使我国有限的高校教育资源全面紧

张。不光是教师数量严重短缺，相关的教育设施如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教学实验设

备等也都不够用。即便如此，我国高校目前的入学率也只接近20%，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高

中毕业生望大学门槛而兴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有限的高校教育资源与旺盛的高等教育

需求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大规模扩张，只有教育信息化可

以有效缓解这一矛盾。 

  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则是另一个突出问题。首先是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收入比上，而且也体现在教

育资源配比上。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最后变成了

要农民自己负担，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

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2005年我国首次国家教育

督导报告显示，竟然有113个县小学生公费预算为零。据民进广东省委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

广东省为数不少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学靠“负债运作”改善办学环境，全省教育债务竟达73 

亿元，全省有20万中小学生在危房中读书。而广州市的几所重点中学，都分别斥资2亿元以上

建设豪华校区，并添置了空调、直饮水设备。几亿元建一所高中，一两亿元建一所小学，上

亿元打造一个幼儿园。农村地区学校却是教室光线不足不敢开灯，夏天气温高不敢开风扇。

乡村教师由于待遇低不断流失。在我国相对富裕的广东地区尚且如此，全国情况可见一斑。

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尽快缩小？专家认为，只有依靠信息化手段，才

能把城市教育资源有效利用到农村地区。 

  其次是地域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经济发

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几个特大城市，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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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则十分贫乏。这种资源分布状况对于在职继续教育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在知识经济已经

来临的今天，在职在岗的已就业人员也存在迫切的教育培训需求。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即使大学本科毕业，其所学的知识在4年之后就会变得

过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充电”，才能适应工作要求。然而，工学矛

盾始终存在，在职在岗人员又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可能都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少数大

城市接受脱产学习。如何帮助他们跨越地域障碍，获得学习提高？常规的教育手段行不通，

而网络化、远程教育等信息化手段却又大有用武之地。 

  另外，在城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表现也相当严重。许多教育行

政部门近年来热心搞这样那样的“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重点学校，给这些

学校配置教学水平最高的老师和教学设备，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高升学率。人们看到，只有进

了重点中小学，才有希望考入重点大学，上了重点大学，才有希望将来获得好的工作。学生

拼命向重点学校挤，导致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学校趁机高价招收“择校生”。在北京

某区级重点小学，赞助费竟高达数万元，即便如此，报名人数仍然是招生人数的四五倍。最

后的结果往往是交赞助费越高的学生越容易进入重点学校，人为地造成了基础教育领域的社

会不公。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基础教育的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太

大。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如何让名校的优质师资为全社会共享？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用教

育信息化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传统教育管理局限凸显  信息化打造最佳沟通平台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城市基本上都

是独生子女，而家长又都“望子成龙”，对孩子的教育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数的父母

为孩子的上学问题殚精竭虑、劳累奔波，这使得学生教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学校教育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亟待进行变革。 

  关注孩子的成长不仅是父母的心愿，也是老师乃至全社会的使命。在孩子身心发育的成

长时期，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家长与老师之间及时交流显得尤为重

要。传统的学校管理，校方与家长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家长会、电话联系、家访等来实现的，

但这些方式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及时性，都很受局限。一位老师要管理几十名学生，其时

间、精力都有限，家长若常打电话给老师，无疑增加了老师时间和经济上的负担，可不打电

话又无法及时得知孩子的在校情况，家长常处于这种矛盾境地。 

  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在学校的表现如何？放学之后到什么地方去？这些问题家长都

十分关心，也迫切需要实时掌握有关的信息。同时，学校和老师也希望及时把学生在校的表

现等情况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独生子女的家庭构成导致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信息沟通需求变

得日益迫切。那么有没有比家长会、家访等传统沟通方式更好更有效率的信息交流手段呢？

记者在江苏省苏州市采访时了解到，该市“网上家长学校”就很受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

迎。由苏州移动、教育局、妇联等单位联合组建的网上家长学校，通过互联网加上手机短信

等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沟通起家长与学校、老师之间的实时联系，及时掌握学生在学校的情 

况；学生与老师可以在网上进行咨询辅导；家长还可以约请网上名师对孩子进行针对性教

学，回答疑难问题。这个网上家长学校组建仅一年时间，目前已经发展用户超过50万，苏州

市70%以上的中小学都开通了网上家校路路通，重点学校更是100%开通网上家校。苏州市网上

家校模式目前正在江苏全省进行推广，这充分表明信息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教育

管理最新的发展方向，其前景将十分看好。 

  教育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化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社会信息化的主要领域之一。目

前，我国已建设了5万多个中小学校园网和3000多个大学校园网，在线注册参与高等教育的学

生已达300余万人，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变革最活跃

的因素之一。有关专家指出，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与日益



旺盛的教育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面对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千千万万高素质人才的

庞大需求，专家建言，加快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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