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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远程师资培训作为远程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缩小教师教育在国家间、地区间

的差距肯定会大有裨益，但贫困地区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力量以及教育观念仍不能满足远程师

资培训的需要。文章主要围绕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教学系统设计远程师资培训县级资源中

心的资源建设等问题，对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的本土模式进行了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远

程师资培训县级资源中心的资源建设本土模式时应注意：1、收集各类教学资源；2、加强资

源的整合与利用。  

  【关键词】师资培训  ；远程培训 ； 本土模式  

 

  一、远程师资培训本土模式的提出  

  现代远程教育伴随着教育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新型

的教育形式，它穿越时空，师生分离，完全区别于传统教育。并且对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强

劲的冲击，《中国远程教育》2002 年第 8期《数字》作者在文中引用瑞士查尔其•赫梅尔博

士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由于大众传播媒介进入教育领域，最终将整个地改变传统教育.”

由于这些传统媒介能将知识和教学传送到地球最远的角落，教育才有可能成为任何人能享有

的共同财富。远程师资培训作为远程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在教育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和多媒

体等技术的引导下，产生了自己新的培训模式。远程师资培训将缩小教师教育在国家间、地

区间的差距，但贫困地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这些地区封闭落后，生产力低下，经

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基础薄弱。科技教育水平低下直接困扰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教育

的低投入尤其拉大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而形成了国内新的不平衡状况现实引发了政府及

贫困地区人们深刻的反思，教育必须优先发展，他们渴求知识呼唤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

师资短缺，师资素质低，优秀师资外流等现象又变成了制约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瓶颈。  

  综上所述，一方面知识经济的浪潮中，贫困地区人们对发展的渴求，对知识教育的期望

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支持远程教育的现代信息传送设备建设要求高、投资大，要真正实

现高效的远程师资培训，缩小和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贫困地区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力量

以及教育观念仍不能满足远程师资培训的需要。所以，如何建立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的本

土模式，是我们必需研究探索的课题。  

  二、现代远程师资培训模式的特点  

  现代远程师资的培训的教学要素是培训者，被培训学员，教学信息，教学手段伴随着教

学信息在培训过程中的流动加工方式的变化，这些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为了更适合终生学习的观念和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教学模式中各个教学基本要素的功能和彼

此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功能结构。  

  1、现代远程师资培训以学员为中心组织教学  

  学员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学员是教学过程中的认知主体他们通过对外来教学信息的接受

加工，融合、改变和发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教学信息通过多种媒体被学员主动选择与接受。学员有极大选择权，使自主学习变为可

能，完全区别与传统培训以教材为中心，教师教授灌输的教学模式。  

  教育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是教学的主要手段，也是学员认知工具，学员的

学习方式也因所利用的技术不同而不同，整个教学过程必须由发达的现代技术支持服务。  

  培训者是培训的组织者、领导者、支持者、服务者。培训者参与教学媒体的预制，教学

资源的整合和整个教学过程给学员学习过程提供支持，服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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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活动打破了时限、地界、师生分离，学员在任何时段都可介入任何课程的学习，这种

模式适应终生教育理念和学习化社会中对培训工作的理解、认识和需要，也让培训者和学员

建立新的学习观念。  

  2、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是一种复合模式  

  因为贫苦，许多乡镇，尤其是师资队伍中的弱势群体：女教师、少数民族教师、代课教

师尚不具备接受现代远程师资培训的硬件条件和技术力量，我们在实施远程师资培训时只能

选择一种函授面授与网络教育并存交融的复合模式。从下文的教学系统设计可见，县级资源

中心提供的资源服务中 8－16 是一种函授培训，它的硬件要求低，信息容量少，反馈速度慢，

但能够满足不具备网络教育硬件条件的需要。乃是集中面授，能够补充网络教育的不足，继

承发扬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再从资源培训组织形式来看，这种模式中个别学习，小组交流

互助，集中辅导面授并存，是一种具有本土色彩的复合模式。 

3、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教学系统设计  

  贫困地区远程师资培训教学系统设计有以下几个特点：充分发挥县级资源中心在培训实

施中的核心作用；被培训者在学习方式的选择上更为多样和灵活；学员与教师交流的渠道增

多；学生获得教学信息的速度加快。  

  三、远程师资培训县级资源中心的资源建设  

  贫困地区资源中心在资源建设上必须结合本地情况，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资源。  

  1、收集各类教学资源  

  县级资源中心在接收、复制省级资源中心的教学资源的同时，应利用卫星宽带网络和计

算机网收集、整理大量的教学资源，并与教育科研单位联合争取获得新的教学资源，包括音

像教材、计算机课件、直播课堂、电子书库等资源的收集整理，县级资源中心还应该充分利

用现有师资和设备进行课程和教学方法、过程研究，制作录像、课件及文字教材，调动教师

学习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教改氛围。  

  2、加强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县级资源中心是资源整合的关键单位。在浩如烟海的网络知识中，选择、收集、整合师

资培训资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必备三个要素：1、现代信息技术设备；2、信息来

源；3、专业课程教师和信息技术教师。从 403 远程教育项目实施来看，县级资源中心将逐

步具备以上条件。资源整合只是远程教育的准备，资源利用才是远程教育的目的。资源中心

必须建立相关制度，实行规范管理，传播整合的教学资源，方便学员使用。例如：网络教室、

多媒体教室的管理制度，课件的借阅、刻录制度，反馈信息登记制度，中心教师工作责任制

度等，有健全的制度才能保证有限资源能被充分利用，才能发挥远程师资培训的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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