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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去年确定了全国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战略任务。  今年6月国务

院又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本刊记者就“十五”期

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对信息技术教育的要求、“校校通”工程的实施以及如何搞好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建设等问

题专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教授。 

一、“十五”期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对信息技术教育的要求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国确定的全国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战略任

务，现已得到全面落实，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务院在今年6月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基本任务，请您谈谈“十五”期间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对信息技术有什么要求？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又具有哪些作用？ 

 李天顺（以下简称“李”）：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基础教育任重道远，需要通过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用信息化带动基础教育的现代化。  

首先是基础教育涉及面广，他包括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扫盲教育等、其次是

基础教育规模大，我国有小学55.36万所、普通初中6.28万所、普通高中1.46万所、中等职业学校1.65万所、幼儿

园17.58万所、特殊教育学校1539所。中小学、幼儿园占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总数的98％；再次是从受教育的群

体来看，欺哦国现有小学生13013万人、初中生6256万人、普通高中生1201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1307万人、幼

儿院儿童2244万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37万人。基础教育在校（园）人数达到2.27亿人，占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

总数的92％。 

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全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

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国家强调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

域，切实予以保障。 

从我国基础教育的特点和发展现状来看，要实现我国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需要有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

技术具有跨越时间、空间和高效应用的优势，一个广泛联通、高速流动的优质教育资源信息流，对推进我国基础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实施的“校校通”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多种形式来建设开

放的教育网络，充分利用我国的教育资源，推进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十五”期间，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任务对于普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不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任

务：1、占全国人口15％左右，为实现“两基”的贫困地区要打好“两基”攻坚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积极推进



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适度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一年级教育。2、占全国人口50％

左右有，已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重点抓好“两基”巩固提高工作，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和

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有较大发展，积极发展学前三年教育。3、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

济发达地区，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满足社会对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三年教育的需求，重视发展

儿童的早期教育，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到2001年，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实施《决定》中所规划的我国“十五”期间基础教育发展蓝图，信息技术将承担重要的历史使命，通过信息技

术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是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对“两基”的攻坚和巩固提高发挥巨大

作用。通过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在先进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将是高

质量、高水平基础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信息技术教育要是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并发挥其特有

的优势，切实为完成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性伟业作出贡献。 

（三）信息技术应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做了全面部署。要求

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面向全体学生，加强学

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时间能力，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生发展奠定基础；加快构建符合素

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建立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发展和改进教学的评价制度；并提出在

中小学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信息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支持力量，冰

冷发挥独特的优势。因为信息技术能构建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教育环境，人们可以根据现代教

育信细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和易得性特点，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使素质教育教学活动的范围、时间、形式都呈现出

多样化合灵活性的特点，能有效地提高素质教育教学的小女和质量，为真正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性人才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信息技术也应该充分关注教育教学改革的进展情况，为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提供技术支持，为增

强德育的针对性、实效姓和主动性进行多方位的尝试，与课程教学改革与考试评估制度改革相适应，针对各地实

际，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为推进素质教育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二、“校校通”工程的实施 

记：实施“校校通”工程使推进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基础和关键，那么，我国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教

育内涵是什么？ 

李：“校校通”工程的教育内涵从本质上是实现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变革。“校校通”是一项包括硬件

设备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开发、传播、使用及教育教学管理等项内容的系统工程，是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工程，是提

高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基本保证。除硬件设备外还应包括建设共享的教育教育教学资源库、实现信息技术与

课程的整合，实现教育管理的现代化以及相应的师资培训等。“校校通”的内容是全面的，教育的内涵是深刻的，

是技术与教育的深层次的整合。 

记：我们明确了“校校通”工程的教育内涵，我国制定的“校校通”工程的目标是怎样的？ 

李：”校校通”的目标是：用5－10年的时间，使全国90％左右的中小学能够上网。通过校园网、远程接收设

备或多媒体教学设备，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记：我们将采用什么技术方式来实施工程，以更好地实现“校校通”工程地目标？ 



李：实现“校校通”地技术方式简单说就是“天罗地网”。这是陈至立部长提出来的。实施“校校通”工程的

指导方针使：科学规划，全面推进，因地制宜，注重实效，要以多种方式逐步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不要搞

成一种形式，更不能一味追求“高、大、全”，要从实际出发，真正达到好用、够用、适用的目的。它对教育教学

来说应该是最优化的系统用经济的成本获得丰富而优质的教学资源和课程，最终实现资源共享。要努力为学校配备

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教育软件及能接收我国卫星传送的教育节目的设备；有条件的地区要统筹规划，实现校园网与互

联网连接。 

记：目前我国“校校通”工程的进展情况怎样的？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最终目的实什么？ 

李：“校校通”工程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教育的学校紧7万所，计算

机约211万台，建立校园网近5700多个，每年有5000多万学生接受信息技术教育；各省的规划基本完成；工程的实

施正在全国普遍展开；也有个别地市的目标已接近实现；国家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有关工程已经实施和正在启

动。实施“校校通”工程，引起了全国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各级政府和有关行业都给与了有力的支

持。 

实施“校校通”工程的目的：一是用信息化带动基础教育的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地把黑板变成

白板、把纸介质的课本变成电子课本，而是真正体现出教育信息化所具有的教材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教学个别

化、学习自主化、任务合作化、环境虚拟化、管理自动化等显著特点；二是实现优秀教育教学的资源共享；三是促

进教育教学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在教学中要防止把“人灌”变成“机灌”或是热衷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构建更大的

题海、题库等现象。 

三、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建设 

记：实施“校校通”工程，全面推进信息化教育，教育教学软件资源的建设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

们应该如何加强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建呢？ 

李：我认为加强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建设，应该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适应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需求，也就是说，教育软件资源建设必需要研究教育教学的需求，并适应这个

需求。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内涵包括：信息技术的学习、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先进理念的技术支持和应对

网络环境下思想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与此相适应，软件资源也应紧紧围绕如何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如何提高课程整

合的质量、如何贯彻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如何进行网络道德和网络安全教育等问题展开，并不断有所突

破。 

2、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各行各业的优势（IT企业、科研、教育）、各地的优势，特别是发达地区的

优势（IT行业的专家、教育专家、各学科的专家等）、各种传播载体的优势（网络、电视、光盘等）、不同规模资

源库的优势。 

3、多种形式、多种风格。要做到5适应：是应不同的使用媒体；适应不同的教与学的环境（硬件条件）；适应

不同的教学需求（内容）；适应不同的使用时间；适应不同的使用地区。 

4、开放、共享、发展。在加强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建设中，要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和开发共享的统一；鼓励多样

化和避免重复开发的统一；积极引到推荐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统一。建立多种形式的交流机制，实现多种形式的共

享，构件自我完善的动态发展机制。 

总之，只有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搞好了，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工作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我们衷心希望电



教战线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能够多一份关注，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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