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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并不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推动中西
部地区、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制度、财政等因素应
协同发力，共同化解目前中西部
教育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吴霓指出，从大的方向来看，
中西部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
略相辅相成。“我们应彻底改变

城镇拥挤、乡村薄弱的教育境
况，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统筹城
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教育
发展差距，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进程。”吴霓说。

目前，学科教师结构性缺乏
是中西部地区学校特别是农村
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吴霓建
议，应该制定和规范各级各类学

校教职工编制标准，深化事业单
位机构改革，集中资源发挥规模
效益。

经费是中西部地区教育发
展的核心资源。吴霓提议，进一
步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增
长，建立完善教育经费投入长效
机制，保障财政性教育经费依法
依规投入到位，稳步提升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并向中西部地区适当
倾斜。

“我们应正视中西部教育发
展的薄弱环节，找准高质量发展
的着力点。只有教育数字化和其
他政策协同推进，才能填平区域
教育发展的‘鸿沟’。”吴霓说。

（人民网）

协同发力填平区域教育“鸿沟”

10 月中旬，教育数
字化助力中西部地区教
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
银川举行。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在会上强调，一年
多来，教育系统深入实施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大幅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水
平持续增强，技术规范、
内容保障和系统安全不
断强化，师生数字素养
得到增强，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在推动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应用方面走在
了全国前列。

今年以来，教育部和
有关省份已多次举行与
中西部地区教育有关的
会议。今年6月，新时代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
作会暨教育强国战略咨
询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教
育援青工作会议在青海
西宁举行；8月，教育援疆
工作会议、教育强国战略
咨询会（新疆）在新疆乌
鲁木齐举行，教育对口支
援西藏工作会议在西藏
拉萨举行；9月，教育部直
属高校在滇定点帮扶十
周年座谈会在云南昆明
举行。作为我国教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
部教育在实现教育整体
质量全面提升、加快推进
教育强国建设、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的征程中肩负
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加快数字化转型 多要素协同推进
数字力量助中西部教育全面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
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营养改善计划、校舍安全
工程、农村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改善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
划、对口支援、定向招生等重大
举措，逐步推动中西部教育迈上
新台阶。

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社会
等多方面原因，中西部地区教育
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整
体偏弱，影响教育的持续发展；区
域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素

质教师队伍建设亟待推进，教师
资源配置数量、质量和结构还存
在区域性失衡。

“目前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
区的教育发展程度，同乡村振兴
的要求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
距。教育数字化是一辆‘快车
’，能够帮助中西部地区教育实
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战略与宏观政策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吴霓说。

近年来，国家在教育数字化
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教
育数字化在基础设施配备、科技
教学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

成效。
2022年，我国全面实施国家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把诸多典
型应用、资源内容等“珍珠”串成

“项链”，集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截至今年9月，该
平台辐射1880万教师、2.93亿在
校生及广大社会学习者，访问用
户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平台访问总量超过330亿次，
访客量超22亿人次。

对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
区和学校，数字化平台提供的资
源和服务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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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表示：“近年
来，学校与内地优质学校建立合
作，利用线上资源，全面提升教师
的教育理念及专业能力。为了让
资源扩散到基层，学校还建立了
县、乡、校‘三级教研网络’，通过
网上推门听课、网络教研、网络培
训等多种方式，带动全县教师的
学科教研工作。”

这种“以东带西”“以大带小”
的资源共享模式，在数字化手段
的支持下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效
率，也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吴霓
表示，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已
经日趋明显。

优质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如果说教育数字化是一辆
‘快车’，那么要在中西部地区开
好这辆车就必须充分了解它的性
能，还应配上合格的‘司机’。”吴
霓说。

吴霓表示，数字化资源分配
应向欠发达地区有针对性地倾
斜。对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乡
村地区进行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
时，应一地一策、一校一策、一事
一策，依据当地情况合理地去配
置资源，确保资源得到最大程度

的利用。
此外，提升教育数字化行政

管理人员的管理质量和水平也是
助推中西部地区教育数字化发展
的重要因素。吴霓表示，落实中
西部地区教育数字化工作，应及
时开展区域政府分管领导、教育
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中小学校长等
的培训，使其充分理解教育数字
化的基本知识，进一步推动教育
数字化应用。

从外部因素来看，为有效发

挥教育数字化作用、助推中西部
地区教育发展，信息化企业的参
与非常重要，各类信息化企业应
有序加入教育数字化的事业当
中来。

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学校来
说，其承担着教育资源提供者的
职责，因而应主动利用数字化技
术扩充教育资源。例如，学校可
以通过在线“一课双师”课堂，推
动城乡资源共享。学校还可以开
发云端资源、进行师资共享，丰富

艺术选修课程，缓解副科教育师
资不足的问题。此外，学校可利
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校际联合，
通过“1+N”或“N+N”的网络课堂
方式，组建一批贫困地区网络联
校群，覆盖全部学校，实现城乡学
校教师“同备一节课，同上一节
课，同教一个班”。

“政府、社会、企业、学校要形
成合力，教育数字化这辆‘快车’
才能行稳致远。”吴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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