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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推动教育信息化，尤其是资源

匮乏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成为促进

基础教育均衡充分发展、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近二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

阶段信息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公平：一方面，要以信息化缩小地区和学校之间在

基础设施、硬件设备方面的差距，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另一方面，要通

过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弥补因教师数量和结构性短缺造成的课程空缺和短板，

提升整体教育质量，从而缩小地区和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 

2018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强调“将教育信息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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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

模式变革、体系重构”。2021 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又明确：“以教育新基建壮大新动能、

创造新供给、服务新需求，促进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智

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2022 年，为响应国家《“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号召，教育部提出要实施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启动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述政策和行动均将教育信

息化与教育系统的创新和转型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新冠疫情的出现凸显了教育信

息化创新功能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之下，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将线下教育服

务“线上化”，而且意味着重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和学习经历，探索数字化条

件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发展适应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化学习和教学

模式，建设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广大师生在疫情之下的学习需求。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 2022 年 7 月启动并完成了“全国中小

学教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旨在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视角，关注基础教育

阶段信息化在学校、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情 况，尤其是信息化设备、平

台、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报告的第一部分基于学校问卷，

分析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软件平台、数字资源的配备情况，学校为教师提供的

相关支持，以及校长对信息技术应用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的反馈。 

二、抽样设计和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抽样设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CIEFR-HS）的抽样区县，在全国范围内抽取除港澳台地区、西藏、新疆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55 个县（含区、县级市）；第二阶段，从 355 个

区县中随机抽取 8 所小学、4 所初中；第三阶段，从随机抽取的学校中对四年级

学生和初二学生进行整群抽样，对应年级所有任课老师完成教师问卷、校长（或

管理者）完成学校问卷。 

此外，针对西藏和新疆，总体上保持抽样方法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的抽样设计一致，同时为了有足够的各学段学校样本数，依据 GDP 总量和人口

数等距抽取满足条件的区县。西藏包含阿里地区、昌都市、拉萨市、林芝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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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市、日喀则市。新疆包含阿克苏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

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表

1）。 

表 1 抽样设计三阶段 

抽样阶段 抽样单元 

 

 

第一阶段 

抽样直接选用 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抽取的区县。区县样

本分布在除港澳台地区、西藏、新疆外的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共包括 355个县（含区、县级市）。另外补充抽样西藏的 6个县（含

市、地区、自治州）和新疆的 8个县（含市、地区、自治州） 

第二阶段 从一阶段的区县中随机抽取至少 8所小学、4所初中 

第三阶段 对四年级学生和初二学生进行整群抽样，对应年级所有任课老师完成

教师问卷、校长（或管理者）完成学校问卷 

 

 

图 1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区县的分布（不包括新疆和西藏） 

对学校问卷进行清理之后，保留校长有效回答的学校 4391 所，其中小学 2736

所，初中 1229 所，九年一贯制 426 所；公办学校 3983 所，占 93.8%，民办学校

263 所，占 6.2%。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区学校 1738 所，占 40.9%；镇区学校 1460

所，占 34.4%；乡村学校 1048 所，占 24.7%。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学校 1687

所，占 38.4%；东北部学校 553 所，占 12.6%；中部学校 898 所，占 20.5%；西

部学校 1253 所，占 28.5%。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城市（包括农村）学校 291

所，占 6.7%；二线城市（包括农村）学校 1222 所，占 28.3%；其他城市学校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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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 18.7%；其他农村学校 2001 所，占 46.3%（表 2）。1 

表 2 学校样本在不同区域的分布 

 样本总量 占比 

公、民办 
公办 3,983 93.81% 

民办 263 6.19% 

城乡 

城区（主城区和城乡结合区） 1,738 40.93% 

镇区 1,460 34.39% 

乡村 1,048 24.68% 

地区 

东部 1,687 38.42% 

东北 553 12.59% 

中部 898 20.45% 
 西部 1,253 28.54% 

城市类型 

一线城市（包括农村） 291 6.73% 

二线城市（包括农村） 1,222 28.27% 

其他城市 809 18.71% 

 其他农村 2,001 46.29% 

 

三、学校信息化设备、平台、资源的配备情况 

1. 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配备情况 

根据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场景，本调查将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分为五

类：常规上课教室的硬件终端（如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投影、台式机等）、

专用计算机教室设备、专用录播教室设备、教师使用的电脑终端、学生使用的电

脑终端。 

首先，整体上城乡学校的互联网覆盖率均达到较高水平，均超过了 90%，城

区学校略高于农村学校。分不同规模的学校来看，城乡 200 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

互联网的覆盖率低于中等和大规模的学校。其次，城乡学校交互式多媒体的配备

同样达到了较高水平，城区学校教室的配备率高于农村学校。分不同规模的学校

来看，同样也是 200 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的配备率要低于规模更大的学校（表

3）。 

  

 
1 由于部分学校的城乡和公民办信息缺失，因此分城乡、公民办和城市类型维度的学校样本量会略小于总

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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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校网络和多媒体配备 

 常规上课教室数（间） 接入互联网的教室数（间） 配备交互式多媒体的教室数（间） 

 城区 镇区 乡村 城区 镇区 乡村 城区 镇区 乡村 

200 人以下 11.0 10.0 7.6 8.9 8.7 6.6 9.4 7.4 6.5 

200～400人 12.3 10.5 9.7 12.3 10.1 9.4 11.4 9.7 9.1 

400～800人 17.7 15.9 15.3 18.1 15.7 14.7 17.4 14.9 14.2 

800～1400人 27.4 25.9 23.9 28.2 24.5 22.8 27.1 23.5 21.8 

1400人以上 41.7 39.3 37.4 41.4 38.5 35.1 40.0 36.7 35.7 

平均 25.7 20.1 11.8 25.7 19.3 11.0 24.7 18.3 10.7 

 

从专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的配备来看，整体上城区学校专用计算机和录

播教室配备数量高于农村地区。根据表 4，只有少数城乡学校没有配备计算机教

室，而有 30%～60%的学校没有配备录播教室。其中，分别有 8.2%和 57.9%的乡

村学校没有配备计算机和录播教室，而城区学校没有配备相应专用教室的占比分

别为 3.1%和 28.9%。大部分的学校配备有 1～2 间专用计算机、录播教室，而只

有少数学校会配备 3 间及以上的录播教室。 

表 4 学校计算机和录播教室配备率 

 计算机教室 录播教室 

 没有 1～2间 3间及以上 没有 1～2间 3间及以上 

城区 3.1% 78.8% 18.0% 28.9% 69.0% 2.1% 

镇区 4.1% 84.0% 11.9% 37.7% 60.7% 1.6% 

乡村 8.2% 85.5% 6.3% 57.9% 40.5% 1.6% 

平均 4.7% 82.3% 13.0% 39.1% 59.1% 1.8% 

 

具体来看各类学校专用计算机和录播教室的数量（表 5）。城区学校平均有

1.8 个计算机教室，0.8 个录播教室；镇区学校平均有 1.6 个计算机教室，0.7 个

录播教室；乡村学校平均有 1.3 个计算机教室，0.5 个录播教室。分不同规模的

学校来看，城乡 1000 人以上的学校平均配备 2～3 间计算机教室，而 200 人以下

的小规模学校也能够配备至少 1 间计算机教室。相对来看，中小规模学校录播教

室的配备率低于计算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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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校计算机和录播教室数 

 计算机教室数（间） 录播教室数（间） 

 城区 镇区 乡村 城区 镇区 乡村 

200人以下 1.3 1.4 1.1 0.7 0.6 0.4 

200～400人 1.3 1.2 1.2 0.6 0.5 0.4 

400～800人 1.4 1.3 1.3 0.7 0.6 0.6 

800～1400人 1.8 1.6 1.5 0.8 0.8 0.7 

1400人以上 2.4 2.3 2.8 1.1 1.0 0.9 

平均 1.8 1.6 1.3 0.8 0.7 0.5 

 

从教室教学和学生学习终端来看（表 6），整体上城区学校教师的教学终端

拥有率高于农村学校，而学生的学习终端拥有率则低于农村学校。城区、镇区和

乡村学校平均每名教师拥有的教学终端分别为 1 台、0.8 台和 0.9 台，而平均每

百名学生拥有的学习终端分别为 10.8 台、11.6 台和 16.9 台。分学校规模来看，

规模越大的学校，教学和学习终端的拥有率越低。不同规模学校内部城区学校的

拥有率基本上都高于农村学校。200 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中，城区、镇区和乡村

学校每名教师拥有的教学终端分别为 1.5 台、0.8 台和 1.1 台，每百名学生拥有的

学习终端分别为 31.8 台、27.1 台和 26.2 台。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更多，因此平

均来看农村地区人均学习终端拥有率高于城区。 

表 6  学校信息化设施设备 

 每名教师拥有教学终端(台/人) 每百名学生拥有学习终端(台/百人) 

 城区 镇区 乡村 城区 镇区 乡村 

200人以下 1.5 0.8 1.1 31.8 27.1 26.2 

200～400人 0.9 0.7 0.8 14.5 14.3 12.7 

400～800人 1.0 0.7 0.8 9.8 8.5 9.3 

800～1400人 1.0 0.8 0.7 8.2 6.8 6.5 

1400人以上 0.9 0.7 0.7 5.7 5.3 5.5 

平均 1.0 0.8 0.9 10.8 11.6 16.9 

 

此外，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办学条件数据来看，每百名学生拥

有计算机台数逐年增加（图 2-1、图 2-2）。农村小学和初中从 2011 年的 2.9 台和

7.4 台增加到 2019 年的 13.7 台和 17.6 台，城区小学和初中从 2011 年的 6.5 台和

8.2 台增加到 2019 年的 11.4 台和 16.8 台。农村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台

数在 2017 年开始超过城区学校，而农村初中从 2015 年开始超过城区学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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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向城镇地区流动，农村生均拥有的信息化设备等办学资源将

高于城镇地区。 

 

图 2-1 城乡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台数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图 2-2 城乡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台数 

2. 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的资金来源 

根据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的资金来源和购买方式，本调查将学校信息化硬件

设备的保障方式分为五类：政府统一购买配备、政府拨付资金由学校自行购买、

学校自有资金购买、捐赠和使用者购买。 

整体上，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主要是由政府统一购买配备，占比为 62%～

73%。其中，教室终端、专用计算机教室设备来自政府统一购买的比例略高于录

播设备和师生用电脑。其次，政府拨付资金、学校自行购买的占比在 23%～30%，

其中教师电脑来自学校采购的占比高于其他硬件。同样，教师电脑来自学校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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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也高于其他设备。而捐赠和师生自行购买的占比极低，占比为 2%～6%（图

3-1）。 

 

注：资金来源为多选题，因此各项相加超过 100%。 

图 3-1 学校信息化设备的资金来源 

分城乡来看，乡村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由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高于镇区和城

区，其中教室终端、专用计算机教室设备来自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达到 80%左右。

而城区学校的硬件设备虽然主要也是由政府统一采购，但同时学校有更多的自由

度使用财政资金和学校自有资金来购买硬件设备。尽管占比较低，但乡村学校接

受捐赠的占比高于城镇地区（图 3-2）。 

 

图 3-2 学校信息化设备的资金来源（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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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聚焦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来看一线、二线和其他城市学校信息

化硬件设备的资金来源。同样有大量硬件设备来自于政府统一采购，一线城市的

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硬件设备中来自学校自行购买的占比达到 40%，用自有资

金购买的占比达到 20%以上（图 3-3）。 

 

图 3-3 学校信息化设备的资金来源（分城市类型）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来自于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最

低，而学校用财政资金和自有资金采购硬件设备的占比最高，相对来看教师和学

生自费购买的占比反而低于其他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反，东北部地区学校的信息

化硬件设备来自于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采用学校自有资金

购买的占比则低于全国其他地区，甚至低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学校来自政府

统一采购的占比与东部地区更加接近，而学校自有资金采购的占比接近东部地区，

在录播设备、教师电脑方面甚至略高于东部地区（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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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学校信息化设备的资金来源（分地区） 

综上，首先，公立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主要是由政府统一购买配备，尤其

是农村地区，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高于其他地区。而从地区来看，东北部地区学

校信息化设备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其次，城市学校，尤其是一

线城市的学校使用财政资金进行自行采购的占比更高。再次，在使用学校自有资

金采购设备上，公办学校受到地方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投入努力程度和学校自身经

费水平的影响。尽管城市学校使用自有资金采购的占比高于农村地区，但从城市

内部来看，一线城市反而要低于其他城市；从地区之间来看，中部地区有时反而

高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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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系统。其次是图书馆信息系统、设备资产管理系统和人事管理系统，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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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学校已有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教学

教务

信息

系统 

图书馆

信息系

统  

学生管

理信息

系统 

人事管

理信息

系统 

财务信

息系统 

设备资

产管理

信息系

统 

后勤服

务信息

系统 

家校通

系统 

平均 62% 59% 77% 53% 68% 54% 33% 44% 

城乡 

城区 63% 69% 78% 61% 74% 61% 37% 51% 

镇区 62% 55% 79% 49% 68% 52% 32% 43% 

乡村 59% 47% 76% 44% 60% 46% 24% 34% 

城市

类型 

一线城市 61% 75% 74% 64% 75% 68% 40% 48% 

二线城市 60% 67% 76% 57% 73% 60% 34% 44% 

其他城市 67% 65% 81% 60% 75% 57% 39% 52% 

地区 

东部 64% 70% 78% 57% 71% 62% 35% 52% 

东北 49% 47% 74% 54% 71% 45% 26% 33% 

中部 61% 51% 76% 46% 63% 45% 31% 45% 

西部 66% 55% 79% 52% 66% 53% 34% 38% 

 

表 8 为教师和学生使用政府和学校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情况。各级政府的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普及率较高，有超过 80%学校的教师使用各类政府平

台，有 46%左右学校的学生使用各类政府平台。校本教学资源库的使用比例略低。

整体上，使用这些平台需要付费的占比极低。 

表 8 教师和学生使用政府和学校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情况 

 不使用 教师使用 学生使用 需要付费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12% 86% 48% 3% 

省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15% 83% 44% 2% 

市、区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15% 82% 46% 2% 

市、区级教师网络研修培训平台 13% 85% - 3% 

校本教学资源库 19% 77% 35% 3% 

 

表 9 为学校购买企业数字资源和平台的情况。平均来看，有 11%的学校购买

了本地储存的资源，有 18%的学校购买了资源库或平台供教师在线访问，有 9%

的学校也提供学生在线访问。分城乡来看，城镇学校更加倾向于购买本地储存的

资源库，以及提供师生在线访问的资源库，尤其是面向教师的资源，城区和镇区

的学校分别达到了 20%和 19%。分不同类型的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向教师和学生

提供的在线访问的企业数字化资源比例达到 24%和 13%，而二、三线城市则更加

接近于平均水平。分地区来看，东北部地区购买企业资源的占比仅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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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学校购买企业资源的比例基本相同，甚至超过了东部地

区的学校。 

表 9 学校购买企业数字资源和平台的情况 

    

购买资源，本地储存 

购买资源库/平台账号 

 教师可以在线访问 学生可以在线访问 

平均 11% 18% 9% 

城乡 

城区 10% 20% 9% 

镇区 11% 19% 9% 

乡村 9% 12% 7% 

城市 

类型 

一线城市 15% 24% 13% 

二线城市 8% 17% 8% 

其他城市 11% 18% 8% 

地区 

东部 10% 20% 10% 

东北 9% 9% 5% 

中部 13% 20% 10% 

西部 11% 17% 10% 

 

综上，首先，学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配备率较高，配备学生、财务和教务管

理系统的学校达到了 60%～80%，配备设备资产和人事管理系统的学校也超过了

50%。其次，各级政府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普及率较高，有超过 80%学校

的教师使用各类政府平台，有 46%左右学校的学生使用各类政府平台。再次，在

购买企业建设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和平台方面，有 10%左右的学校会购买本地存

储的数字资源，接近 20%的学校会购买供教师访问的在线资源，其中 10%的学校

也提供给学生在线使用。从城乡、地区和学校的性质来看，学校购买企业数字化

教学资源不仅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学校管理体制的约束。此外，

由于数字化资源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学校在购买资源方面并不低于

东部地区。 

四、学校提供的支持 

1. 信息技术支持人员 

表 10 为学校的信息技术支持人员情况。平均来看，8%的学校没有信息化支

持人员，14%的学校有专职人员，而由教师兼任的比例高达 78%，其中，57%的

学校由信息技术教师兼任，21%的学校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分城乡来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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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有 10%的学校没有信息化支持人员，而兼任教师中有 37%是其他学科的教

师；相对地，城区学校有 18%有专职的信息技术人员，兼任教师中更高比例的是

信息技术教师。分城市类型来看，一线城市学校的信息化专职支持人员的占比更

高，达到了 30%，而且兼任教师也主要是信息技术教师；二线和其他城市学校的

信息技术支持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要低于一线城市，兼任教师中也有更多其他学科

的教师。分地区来看，东北部地区的信息技术支持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是最高的，

其次是东部地区；在兼任教师中，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也主要是由信息技术教师

担任。 

表 10 学校的信息技术支持人员情况 

    
没有信息化支

持人员 

由信息技术课

教师兼任 

由其他学科教

师兼任 
有专职人员 

平均 8% 57% 21% 14% 

城乡 

城区 5% 66% 11% 18% 

镇区 8% 59% 21% 12% 

乡村 10% 44% 37% 9% 

城市 

类型 

一线城市 4% 60% 6% 30% 

二线城市 5% 63% 16% 16% 

其他城市 6% 65% 15% 14% 

地区 

东部 6% 61% 16% 16% 

东北 8% 62% 12% 18% 

中部 10% 46% 32% 12% 

西部 10% 57% 23% 11% 

 

2. 信息技术培训 

表 11 为教师参与的信息技术培训内容。平均来看，学校目前提供的信息技

术培训对通用信息技术、教学相关的信息技术工具、教学法和学科内容大都有所

涉及。其中，通用的信息技术基本操作、多媒体课件、微课制作等占比最高，有

86%～89%的学校提供了相关内容的培训。其次是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教学法培训，

有 80%的学校提供了相关培训。而聚焦于学科内容的信息化培训占比最低，有

61%～75%的学校提供了相关培训。从城乡、地区和学校类型来看，培训内容的

差异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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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教师参与的信息技术培训内容 

  

信息技术

基本操作 

多媒体课

件、微课的

制作 

信息化教学

设计 

学科教学软

件的使用 

学科资源检

索与获取 

平均 86% 89% 80% 75% 61% 

城乡 

城区 87% 91% 83% 79% 66% 

镇区 87% 90% 80% 76% 60% 

乡村 86% 89% 78% 69% 57% 

城市

类型 

一线城市 91% 91% 89% 84% 66% 

二线城市 87% 91% 84% 79% 67% 

其他城市 86% 89% 78% 76% 62% 

地区 

东部 88% 92% 83% 79% 65% 

东北 84% 87% 76% 73% 52% 

中部 83% 86% 77% 72% 58% 

西部 87% 89% 80% 72% 61% 

 

在校长反馈的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的因素中，学校对教师专业的信息技术支持

是影响教学管理工作中信息技术应用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目前农村、中西部地区

的专职信息技术支持人员不足，有 10%左右的学校没有支持人员。即便是一线城

市，专职的信息技术支持人员也只达到 30%。大量的支持工作是由学科教师，尤

其是信息技术教师兼职。由于师资的学科配备情况，还有 20%～30%的中西部学

校和农村学校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兼职。 

从学校提供的信息技术培训来说，基本上 90%的学校都会覆盖通用的信息

技术和多媒体工具的使用培训，也会涉及信息化教学设计。学科内容、学科教学

的培训相对低一些。除了培训覆盖的内容之外，实际上培训的设计、持续时间和

强度都会对培训的效果产生影响。培训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的

能力素养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3. 校长反馈的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的因素 

除了学校的信息化设备、平台、资源的配备情况以及学校对教师的支持，本

次调查还询问了校长对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软件资源、提供的培训和支持等 10

个方面的态度。1 是“非常不符合”，2 是“不太符合”，3 是“比较符合”，4 是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校长越认同该项描述的情况对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

技术的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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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校长认为“学校缺乏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和“教师缺乏相关培

训提升信息技术能力”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其次，“现有的网络不够快不够稳定”

和“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稳定容易出故障”是仅次于学校技术支持和信息技术能

力提升培训的影响因素。再次，现有的信息化硬件设备、软件和数字资源不能满

足教学的需求是影响应用的第三类因素。可见，校长认为学校的技术支持和教师

能力提升是促进信息化应用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支持，

最后是软件和数字化资源是否满足教学的需求（图 4-1）。 

 

图 4-1 影响学校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 

分城乡来看，在学校信息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网络和硬件设备稳定性、硬

件/软件/资源与教学匹配度几个方面，城区学校校长认为对信息化应用的影响低

于农村学校。从城乡差距上来看，网络环境、软件和资源方面差距较小，学校提

供的硬件设备的充足性、信息技术支持和提升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方面差距较大。

此外，农村学校的校长更倾向于认为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满足教师教学和学校管

理的需求，部分原因在于其运行不太稳定（图 4-2）。 

2.38

2.36

2.41

2.44

2.46

2.38

2.37

2.48

2.53

2.25 2.30 2.35 2.40 2.45 2.50 2.55

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足以满足教师教学的需求

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足以满足学校管理需求

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足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

现有的信息化设备不稳定容易出故障

现有的网络不够快不够稳定

现有的软件不足以满足教学需求

现有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不足以满足教学需求

教师缺乏相关培训提升信息技术能力

学校缺乏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



16 

 

 

 

图 4-2 影响学校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分城乡） 

分地区来看，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因素，东部地区学校校长都认为影响信息化

应用的程度低于其他地区学校。与东部地区学校相比，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学校

校长更加倾向于认为影响信息技术在教学管理中应用的是学校的信息技术支持、

硬件设备的稳定性以及数字资源是否符合需求（图 4-3）。 

 

图 4-3 影响学校教学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分地区） 

整体来看，校长认为，学校对教师的信息技术支持和提供的培训不足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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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对于校长来说，软件和资源的充足程度和是否满足需求带来

的影响则小于前两者。而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在学校对教师的信息技术支

持，其次是硬件的稳定性和是否满足教学需求。 

五、小结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和建设，以及得益于社会整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校之间的差

异也已大幅缩小。城镇学校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学习环境建设，课堂教学中的信

息技术基础应用开始常态化。通过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以及“三通两平台”建设的推进，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 

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情况来看： 

第一，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

校之间的差异也已大幅缩小。首先，整体上城乡学校的互联网覆盖率、交互式多

媒体的配备率均达到 90%以上，城区学校略高于农村学校，小规模学校高于中等

和大规模学校。其次，从专用计算机和录播教室来看，只有 4.7%的城乡学校没

有配备计算机教室，而有 39%的学校没有配备录播教室，城区学校的配备率高于

农村学校。再次，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平均每名教师拥有的教学终端分别为 1

台、0.8 台和 0.9 台，而平均每百名学生拥有的学习终端分别为 10.8 台、11.6 台

和 16.9 台。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学校生均拥有的信息化设备等办学资源将

逐渐高于城镇学校。 

第二，学校信息化硬件设备的经费来源。首先，公立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

主要是由政府统一购买配备，其中农村学校由政府统一采购的占比高于城镇学校。

其次，有 20%～30%的学校使用财政资金进行自行采购，城市学校，尤其是一线

城市的学校使用财政资金进行自行采购的占比更高。再次，有 15%～25%的学校

也用自有资金采购设备，尤其是采购个人教学终端。在使用学校自有资金采购设

备上，公办学校受到地方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投入努力程度和学校自身经费水平的

影响。 

第三，学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配备率较高。首先，配备学生、财务和教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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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学校达到了 60%～80%左右，配备设备资产和人事管理系统的学校也超

过了 50%。其次，各级政府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普及率较高，有超过 80%

学校的教师使用各类政府平台，有 46%左右学校的学生使用各类政府平台。这些

平台在乡镇学校教师中的普及率高于城区学校，在中西部学校的普及率高于东部

和东北部地区，说明各级政府资源平台确实起到了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对教

育资源托底的作用。再次，在购买企业建设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和平台方面，有 10%

左右的学校会购买本地存储的数字资源，接近 20%的学校会购买供教师访问的

在线资源，其中 10%的学校也提供给学生在线使用。 

第四，学校信息化支持。从技术支持来看，学校普遍缺少专业信息技术人员

的支持，大量的支持工作是由学科教师兼职，尤其是在乡村学校。平均 8%的学

校没有信息化支持人员，14%的学校有专职人员，而由教师兼任的比例达到 78%。

从教师培训来看，基本上 90%的学校都会覆盖通用的信息技术和多媒体工具的

使用培训，学科内容、学科教学的培训相对低一些，城乡差异不大。从校长反馈

来看，校长认为学校的技术支持和教师能力提升是促进信息化应用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是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支持，最后是软件和数字化资源是否满足教学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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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2-2 期（总第 228 期） 

“研究生资助与人才培养”分论坛综述 

摘要：与会学者从规模与结构、质量与保障、就业与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了 2020 年研究

生教育发展现状，并根据调查数据，汇报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工学硕士与工程硕士

培养差异以及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结果，还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生资助现状进行了汇报，针对当

前资助政策还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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