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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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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
• 根据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省级统筹，以县为主“，本次扫描更多是以县域来看乡村（而

不是户籍）。城乡差距包括整体的城与乡之间，更是指县域内差距（政策提县域内城乡教育
一体化）。

• 农村学校，根据《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育部，2021年）中
的界定。

 教育
• 终身学习 VS 儿童教育
• 本次扫描以儿童（0-18岁）和乡村教育两个关键词为依据来锁定范围，尤其在策略分析、项

目示例中以义务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高中、中职）为重点，暂不涉及学前教育
和高等教育。

 信息化
• 教育信息化的定义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这与信息技术的两大特点紧密相关（发展速度快、

信息技术家族的成员数不断增加）。1

• 根据教科文组织多个文件的表述，本扫描选取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更具包容性的提法，相关概念还包括：
• 互联网学习 Internet Learning 
• 数字化学习 digital learning
• 移动学习 mobile learning 
• 远程学习 distance learning
• 人工智能与教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 开放式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 我们可以通过后文教育信息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理解
教育信息化概念所涉及的宽度与深度。

1、《中国教育改革40年：教育信息化》，黄荣怀、王运武等，科学出版社，2019



1. 范围界定：教育信息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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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2030教育仁川宣言和行动框架（2016）

 青岛宣言：抓住数字化机遇，引领教育变革（20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这一目标，必须利用包括移动学习

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强化教育体系、知识传播、信息获取、优质和有成效的学习，提供更
高效的服务。

• 宣言主要内容：获取与包容；开放式教育资源（OER）和开放式解决方案；优质学习；终身
学习的途径；在线学习的创新；在线学习的质量保证和认证；监测和评估；问责制和伙伴关
系；国际合作

 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20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我们回顾2015年通过的关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4 的《青岛宣

言》，其中指出必须利用新兴技术强化教育 体系、拓展全民受教育机会、提高学习质量和效
果以及强化公平和更 高效的教育服务供给；当我们步入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时代时，我们认
识到重申并更新这一承诺的迫切需要。

• 宣言主要内容：规划教育人工智能政策；人工智能促进教育的管理和供给；人工智能赋能教
学和教师；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价值观和技
能；人工智能服务于提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促进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平与包容；性别公
平的人工智能和应用人工智能促进性别平等；确保教育数据和算法使用合乎伦理、透明且可
审核；监测、评估和研究；筹资、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

• 人工智能与教育: 政策制定者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
• K-12 AI课：官方认可的AI课程设计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656_chi?22=null&queryId=5741e735-e3cc-48c8-8223-efa7a2c9dab9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3352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830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864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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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界定：教育信息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教育改革40年：教育信息化》一书中的梳理对教育信息化在中国

语境下的演变有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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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2015年
修订，纳入教育信
息化）

第七章 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
• 第六十六条 国家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优

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育管理水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发展教育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给予
扶持。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

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 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 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
• 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

策科学化。

《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2019）

十项重点任务之一：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
• 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
•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支持学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和教

学方法改革，逐步实现信息化教与学应用师生全覆盖。
• 创新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推动以互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
• 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设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等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 构建“互联网+教育”支撑服务平台，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

1. 范围界定：教育信息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这一部分我们重点选取了2015年教育信息化纳入教育法之后，国家针对教育现代化、

以及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政府视角下中国教育信息化未来的方向。

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8/content_502840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8.htm


《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2018）

目标：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从三通两平台到三全两高一大）
•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 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 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注：三通，“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两平
台，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实施行动
•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 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

•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2018）
•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三区三州）
• 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
• 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 百区：教育信息化整体推进的样本区
• 千校：100所高等学校、300所职业学校、1000所基础教育学校）
• 万课：1万堂基础教育示范课（含普通中小学校示范课、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示范

课、特殊教育示范课、学前教育示范课）、1000堂职业教育示范课、200堂继续
教育示范课

• 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
•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2018）
•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2020）
• 《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2021）

•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制定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加

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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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界定：教育信息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5/t20180502_334758.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5/t20180502_3347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7/t20200702_469886.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3/t20210322_521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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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普通高中
“十四五”县域普
通高中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2021）

• 县域普通高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中
承担着重要使命，寄托着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育的美好期盼。

• 到2025年，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
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中职
《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
（2020—2023
年）》

（八）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2.0建设行动
22.提升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水平
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推动各地研制校本数据中心建设指南，指导职业学校系统设计学校信息化
整体解决方案。引导职业学校提升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高速稳定的校园网络，联通校内行政教学科研学生
后勤等应用系统，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学校管
理全过程，大幅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精准化科学化水平。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增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控能力。
遴选300所左右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
23.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以“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专业，及时发展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兴专业。
鼓励职业学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大力推进“互联网
+”“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创新。探索建设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服务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建立健全共建共享的资源认证标准和交易机制，
推进国家、省、校三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应用，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遴选100个左右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面向公共基础课和量大面广的专业（技能）课，分级遴选5000门左右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引导职业学校开展信息化全员培训，提升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信息化能力，以及学生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和优质
在线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

特殊需要儿童
“十四五”特殊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2021）

三、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
（八）促进医疗康复、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融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充分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特殊教育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推动残疾儿童青少年相关数据互通
共享。开发特殊教育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1. 范围界定：教育信息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这一部分着重梳理了可能会重点关注的学校类型、儿童类型中教育信息化的方向。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2112/t20211216_58771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29/content_554810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5/content_5670341.htm


2. 问题现状：乡村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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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趋势：城挤乡空（城镇化趋势）；

农村学生基数大

 重点关注区域

• 三州三区（西藏自治区、青川滇甘

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 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 832个脱贫县

 重点关注学校类型

• 县城的大班额大规模学校

• 乡镇的寄宿制学校

• 乡村的小规模学校

 重点关注儿童类型

• 留守儿童

• 流动儿童

• 特殊需要儿童

2020 农村 城市

学校数（小学15.8万所） 减少2915所 增加746所

学校数（初中5.3万所） 减少201所 增加591所

招生人数（小学） 1049.2万人
下降6.6%

758.9万人
增长1.8%

招生人数（初中） 986.8万人
下降2.8%

645.3万人
增长3.4%

在校生人数（小学） 6522.3万人
下降1.1%

4203.1万人
增长6.0%

在校生人数（初中） 3011.1万人
下降0.3%

1902.9万人
增长5.3%

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育部

“后普及”阶段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杨东平，2021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111/t20211115_57997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MbY2g2VbUbVQaWnRk7npg


2. 问题现状：城乡差距-硬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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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中小学在网络基建和硬件方面仍存在差距。2020年，小学建网比例，农村67.3%，

城市84.5%；初中建网比例，农村74.1%，城市86.7%1。

1、2020年数据来自《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育部）

2、图表均来自《中国教育改革40年：教育信息化》，黄荣怀、王运武等，科学出版社，2019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111/t20211115_579974.html


2. 问题现状：城乡差距-教师方面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2

 乡村教师短缺依然严重：从PISA测试

来看，中国乡村学校的短缺指数为

0.98，指数为1的话就是非常短缺。1

 城乡教师能力存在差距（粗略以学历

来衡量）。

 我国以及教科文组织都对教师信息通

信技术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0 2 农村 城市

全国普通小学专科及
以上学历教师比例

97.1% 99.3%

全国初中阶段本科及
以上学历教师比例

85.4% 93.8%

1、 “后普及”阶段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杨东平，2021

2、《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育部）

3、右图来自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2018）

4、《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2014）

https://mp.weixin.qq.com/s/nMbY2g2VbUbVQaWnRk7npg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111/t20211115_579974.html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111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1405/t20140528_170123.html


2. 问题现状：城乡差距-新冠疫情凸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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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20年3月开展的调查（宁夏、重庆、湖南、云南、江西、四川、

青海、贵州八个省、21个县）显示疫情更凸显了城乡教育信息化差距（县城与农村）。

https://www.cdrf.org.cn/jjhgswz/5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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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参考Omidyar网络（eBay创始人成立的慈善投资公司）的教育技术生态系
统模型，用一种更整体的视角来思考教育信息化有哪些切入角度（详细内容可参见
CDR编译案例，其中包括以这一模型来评估智利、印尼、中国、美国的生态现状）。

1. 教育技术供给及商业模式 2. 基础设施建设 3. 教育政策及战略 4. 人力资本

为了支持创新及保障教育技术
产品及服务的公平分配，创业
者（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需
要可行的业务模型来实现持续、
稳定的收入（尤其是在创业早
期）。其中资源来源可以通过
使用者付费、政府采购或补贴、
私人投资等途径。

有可靠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支持，
支撑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和使用。
包括基础电力、电信基建、宽
带网络以及网络管理平台和校
内外硬件设施。

实现教育技术的规模化，需要
从政府层面给出的清晰的愿景
及战略，并得到持续的政策及
财政支持。此外，政府可以通
过为学业表现设置标准，来激
发学校层面的创新实践，包括
在教育技术应用方面的尝试。

技术的规模化落地，需要各个
相关方合力实现。关键的利益
相关放包括：非营利机构联盟、
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系统各
层面的变革领导者。

1.1 商业有一套高效的市场宣传、
销售和分配渠道，以使其可以
有效触及客户——无论是以向
政府出售（B2G）还是向消费
者出售（B2C）的模式。
1.2 用户可以以客观、便捷的方
式挑选所需的产品服务。
1.3 教育技术创业者可以凭借良
好的商业模式获得生存和发展
的资金。
1.4 互利的、跨行业的、公与私
部门的合作，让教育技术产品
和服务能够被获得、被使用和
产生影响。

2.1 个体可以在家或社区中使用
个人电子设备或移动服务。
2.2 通过无线、有线或其他方式，
民众可在任何地方上网。
2.3 架设专用于学校的网络基础
设施，以实现平价、可靠的校
园网络接入。
2.4 电子政府（政府技术）行动
将学校接入行政平台（即教育
管理信息系统），成为教育技
术平台中的基础设施。

3.1 从教育系统的最高层，为教
育技术提出一个清晰的愿景和
战略，并作为共同的蓝图。
3.2 以成效标准来设定高期待，
激发更好的行动，并使教育技
术内容制作合法化。
3.3 在教育课程和政策中，要求
所有教师和学生具备基本的技
术能力。
3.4 在购买和实施教育技术时，
可以获得资金的支持，且获得
这类资源的机会是公平的。

4.1 出现有愿景的本土领袖将利
益相关者团结起来，为达到一
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
4.2 利益相关方有足够的、持续
性的、公平的机会可以进行能
力建设。
4.3 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和倡导团
体能够支持优质教育技术扩大
规模。
4.4 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去交
流产品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和
评估以及用户体验。

3. 公益切入点：教育技术生态系统视角

https://omidyar.com/scaling-access-impact-realizing-the-power-of-edtech/
https://mp.weixin.qq.com/s/QVc2YJ9XquC1Ww2y60w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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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参考印度Central Square Foundation（聚焦于教育的基金会，其中一个方
向是EdTech）扫描了全球350多个K-12教育技术创新解决方案后归纳的九类教学互动
中信息技术带来的价值，来思考尤其是教学互动中的切入视角。

教师主导的
教学互动

备课（Lesson Preparation）
从静态到互动、个性化的计划。
技术允许创建和传播高质量的
教学方案，通过减少教师的工
作量实现更有效的教学。 这可
以让课程质量得到系统性提高。

授课（Lesson Delivery）
从台上的圣人到身边的向导。
技术可以将教师的角色从教员
转变为引导者，支持学生在课
堂上完成个性化的学习之旅。

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从强制到激励。技术可以规模化
地提供高质量的教师专业发展机
会，让教师为自己的学习提供灵
活性和代理。

家庭作业（Homework）
从基于任务型到以洞悉了解为导向。一个新生但
创新性的种类，设想能够通过自动创建、传播和
纠正家庭作业，让教师能够计划更有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以支持学生的学习。

评价（Assessments）
从考试热到吸引人的自动化评价。技术使创建
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自动化评价成为可能。易于
收集可靠的绩效数据可以重新定义或为备课和
授课提供信息。

学生主导的
教学互动

自主学习（Self learning）
从按年级水平学习到按自己的节奏学习。技术增
加了学生指导其学习的形式。通过多样的创新解
决方案，提供了有吸引力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答疑（Doubt resolution）
从依赖教师到自主按需解疑。技术通过提供社
区和Al支持的解决方案储存库来解决疑惑， 使
学生更独立的按需服务 。

家长主导的
教学互动

家长与教师沟通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从在家长会上接受信息到建立有凝聚力的家长-教
师社区。技术能够提高老师与家长之间沟通的深
度和质量。

家长参与（Parent participation）
从监督者到成为孩子教育的伙伴。技术使父母
能够提高他们自己的能力，让他们更有意义地
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

3. 公益切入点：教学互动视角

https://www.centralsquarefoundation.org/reimagining-education-through-technology/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高度和企业相关的社会议题，一方面不少企业就是以此为核心业务，
另一方面政府或国际组织会直接与企业开展合作，以关注弱势群体或推动前沿发展。
因此，公益慈善资金/社会组织特别需要考虑自身在这一议题上的切入点，特别是那
些主营业务与教育信息化有关的企业，更需要找到其公益慈善资金的独特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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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核心业务 政企合作/国际组织-企业合作 企业公益慈善

• 我们可以通过在线教育新生态报
告（声网、蓝象资本，2022）的
梳理大致了解到很多企业以此为
核心业务。

• “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
合实验室

• 华为TECH4ALL-公平优质教育板
块
• 相关项目示例

• ……

•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
•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 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
•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 沪江互+计划
• ……

3. 公益切入点：企业参与的视角

https://mp.weixin.qq.com/s/z_cUh9pd1OcN7YC9FgOT7Q
https://mllab.bnu.edu.cn/index.html
https://www.huawei.com/cn/tech4all/education
https://www.huawei.com/cn/tech4all/stories/tags/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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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6-12岁智能村小项目（2015年启动）：项目由实时视频课堂和课后的平板电脑
学习构成。目的在于缩小县城和乡镇中心小学、村教学点学生之间的教学质量差
距和数字鸿沟。

• 入选《全国民族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集》
https://mp.weixin.qq.com/s/pN9cIvsFV7ECDY-vwv5sfA

• 6-12岁乡村儿童教育信息化项目（2020年启动）：项目以建设学生、教师信息
化素养为核心，以学校、家庭、村庄为基础环境，从设施设备、人员培训、结构
调整、人文关怀四个方面实施项目干预。

4. 乡村教育信息化项目/机构示例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 计算机辅助学习项目（2010-2016）-
研究思路见右图

• 信息技术与双师远程教育项目（2019
年12月启动，预计5年）：在农村地区
开展远程双师教育到底是否有效？如
果有效对哪些群体有效，能否改善农
村地区的教师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农村学生的学业、非学业表现？哪些
要素是保证远程教育方案有效的关键？

https://www.cdrf.org.cn/ncxx/index.htm
https://mp.weixin.qq.com/s/pN9cIvsFV7ECDY-vwv5sfA
https://www.cdrf.org.cn/etjyxxh/index.htm
http://ceee.snnu.edu.cn/info/1352/1103.htm
http://ceee.snnu.edu.cn/info/1352/1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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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 常青基金（发展历程详见右图）

• 双师教学评估报告（2013-2016）

• 青椒计划：以互联网为手段，以专业课
程、师德课程、分科课程为基础，为新
入职的特岗教师提供为期一年的系统性
网络培训，助力解决“教不好”和“留
不住”的问题，同时赋能每一位特岗教
师的全人发展，探索出一套推进教育公
平的发展模式（项目模式见下图）

• 益教室：美育双师

4. 乡村教育信息化项目/机构示例

http://www.youcheng.org/project_detail.php?id=151
http://www.youcheng.org/upfile/Evaluation%20report%20of%20Double-teacher%20teaching%20201610.pdf
http://www.youcheng.org/project_detail.php?id=837
http://www.youcheng.org/project_detail.php?id=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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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使命是用科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好未来发布“人工智能与未来学习”项目成果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使命是用科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 远山师培（校长培训、双师课堂、教师培训、AI课堂、直播网课、教学比武大赛）

• 小学项目（大山的孩子会英语、生命美术师、普通话提升）

• 高中项目（县域高中生成长、AI在未来、天天练）

 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以IT助力乡村振兴为使命，以乡村教育信息化为切入点，借助

联想集团的技术、产品及相关资源，开展相关领域的公益探索，为实现乡村振兴而努

力。

• 联想智学堂：为乡村学校提供以联想智慧教室为核心的整体方案，提高教学成效，

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 2006年联合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开展“蓝色梦想—中国移动教育捐助

计划”，包括 “中西部中小学校长培训”（截至2021年底，累计培训中西部中

小学校长近13万）和 “多媒体教室”（截至2021年底，累计捐建爱心图书馆

2310个，多媒体教室4029间）两个子项目。

4. 乡村教育信息化项目/机构示例

http://www.talfoundation.org/
https://mp.weixin.qq.com/s/63FuLPEpDPZZ9CK00zB4rg
http://www.qxys.org.cn/index.html
http://www.lenovofoundation.cn/sy
http://www.10086.cn/cishan/projects/index_detail_34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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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江互加计划
• 2015年10月发起，五年推出11张网络大课表，公益授课近4000节，累计8000多所乡村学

校200多万学生受益，培训20多万乡村教师。2021年6月受邀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减贫研

讨会并分享“数字化赋能偏远村小”。

• 几年来探索出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激活乡村教师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学校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的可持续应用，同步提升乡村教师的信息技术专业课程开发能力、网络运营能力，构

建低成本、高效能的网络专递课堂，赋能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

高质量教育发展提供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发展至今，传统网络双师课堂已经演化成一个跨学

科、跨学校、跨区域分布式共生的云端协作团队，为更多乡村师生服务。

 深圳市宇泽公益基金会
• 2022年1月成立，致力于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在乡村教育、产业

帮扶、扶困应急等领域发挥社会组织的慈善力量，从乡村振兴到数字中国，助力高质量教育

发展，支持服务乡村振兴，新时代，数字赋能新公益，共享美好新生活。3月发起紫光行

动—数字赋能中小学网师在线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旨在为各地教育部门培养适应网络课程教

学、研发、运营的专业网师团队，整体提升各地应对网络教学的专业能力与管理水平，充分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在真实的网络学习中将教、学、练有效结合，为优秀教师搭建展示分享

舞台，助力区域教师网络教学能力与课程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4. 乡村教育信息化项目/机构示例

https://mp.weixin.qq.com/s/J0v1nC93LvO9ncdJIYY2zw
https://mp.weixin.qq.com/s/dPNKStzrD7KCHObwdYWQyA
https://mp.weixin.qq.com/s/Fjq3BA312zu-OksYooim-w
https://mp.weixin.qq.com/s/y9zYR-ruAUa9jRIhOVAB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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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扶贫基金会
• 联合教育部相关部门发起“县域骨干教师教研教学能力协同提升项目”，旨在利用先进的信息化平台，将

全国名校名师资源引入欠发达地区学校，通过“输血+造血”方式，为当地培养一批优质、稳定的骨干教师，
提高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振兴乡村的良性循环（雷波县试点）。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渔计划
• 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百家云科技公司共同发起。
• 硬件：以县（区）为单元开展乡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援建“双师课堂”教室）。
• 软件：依托百家云“双师课堂”系统，课中听线上名师主讲，课后由线下助教辅导，推动教学、教研、培

训一体化。
• 课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携手全国名校名师提供优质课程内容。
• 公益：搭建公募平台，募集善款专项用于在当地开展乡村学校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建设以及奖励优秀乡村教

师、奖励资助留守困境学生等。

 童年一课
• 通过为教育不发达地区小学搭建网络教室，以双师模式为其持续输送美术、音乐、科学、国学、心理学等

STEAM课程，并为乡村小学提供区域化线上教学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配套的软硬件支持，同时机构联合
各方合作伙伴，为小学老师提供有关教学方面的培训、游学等支持。

 支教中国2.0 
• 2014年成立，设立远程教室的村级小学/教学点（分布于12个省份内）共搭建并运维着62个远程教室，维

护远程教学的长期稳定开展。2021年秋季学期，共有270位线上志愿者，为超过3000名村小学生，提供远
程支教课程每周303节（数据截止至2021年10月）。

 一扇窗计划
• 通过募集社会中的闲置平板，搭建网络环境，赋能乡村学生和老师，补充优质教学资源。同时，一扇窗计

划也为乡村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素养类线上课程，以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
• 建设山村智慧活动室+看世界课程（志愿者直播）+少年派网络素养课

4. 乡村教育信息化项目/机构示例

https://mp.weixin.qq.com/s/qjgO_pTxPezUtVEh16vlag
https://mp.weixin.qq.com/s/uwNU8NindieOlY6Y6wiocg
https://mp.weixin.qq.com/s/jYfE5Tic0xSyUePTPjHaCQ
https://mp.weixin.qq.com/s/3lB-90tnutkIe8gWTrkkkw
https://mp.weixin.qq.com/s/pnpkbD3xLjkJO43SVj3Z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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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教育 VS 乡村教育+乡村振兴

 仅教学 VS 教学+管理（乡村中小学的管理/生活服务中哪些高频需求适合信息化支持？）

 硬件、内容、教授者、运营……

 硬件（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对应什么样的硬件需求？）

 内容（某些课用，还是所有课都在用？）

• 帮忙上部分课：“主科”上好（例如数学、英语），“副科”补齐（例如音体美、科学）

• 增加创新的课：例如信息素养、性教育……

• 协助老师上好TA要上的课：备课、授课、作业、评价……

 教授者（谁来上？）

• 外部资源（城市顶配 VS 县域市域；老师 VS 志愿者；直播 VS 点播）

• 双师（外部为主，本地为辅？）

• 本地老师（利用外部资源，以本地老师为主）

 教师发展

• 学科教学能力

• 信息技术能力

• 领导力（教育、乡村振兴）

 运营（都说问题出在运营，运营都包括什么？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需要什么样的运营？）

4. 乡村教育信息化干预分类（待讨论）



议题地图是由公益同行共创的、聚焦于社会问题和有效解决方案分析的、持续更新的多议题在线
知识库。欢迎持续关注，了解更多社会议题知识动态。

>> 进入方式： CDR官网 http://cdr4impact.org.cn→ 主菜单“知识库”→ 议题地图

本报告为议题地图项目产出，感谢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蓝驰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按首字母顺序）对“议题地图”的资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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