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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深入了解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地区学生信息化学习的情况，探索

保障长期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组牵头以座

谈会、现场考察、访谈方式对该市酉阳县花田乡、可大乡、丁市镇和

楠木乡共四个乡镇的教育信息化现状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1.酉阳县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设备陈旧，普及率远低于城

市；2.酉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信息化教育资金来源不足；3信息化

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缺乏信息化教育培训和交流；4信息化教育资源

不足；5.学校贫困家庭比例超过 50%，因而对学生信息化教育的支持

能力不足；6.网络覆盖率一般，信号不稳定。 

受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居家信息化学习影响了酉阳县学生的

学习质量，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教育信息化教学使教师在教学形式、

适应能力和工作量方面遇到新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从教育

公平和教育信息化长期发展的角度提出建议：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

有必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提高基础设施质量、增加学习设备普及率、

建设人文关怀体系；补齐该县教育信息化中教师能力的短板；鼓励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信息化应将欠发达

地区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纳入整体规划与部署；改善该地区网络基础环

境；教育信息化应将农村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纳入整体规划与部署，以

保障教育公平，完成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逐步实现到 2035 年总体



达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酉阳县 教育信息化 学习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 

 

近年来，以促进教育现代化、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目的的

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与措施在我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 年 2 月，

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到 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

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其中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是其主要

目标之一。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信息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学生居

家信息化学习提出了新的挑战，暴露出少数偏远、农村地区信息化教

育中存在的问题。 

为深入了解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地区学生信息化学习的状况，研究

如何提高乡村学生信息化学习的质量，以疫情为切入点，探索保障长

期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组和联想集团代表

于 2020年 11月 3日-11月 5日对重庆市酉阳县教育信息化现状和困

难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详细情况和结果报告如下： 

 

调研内容：酉阳县当地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情况 

（一）政府部门（教育局）的调研内容 

1.酉阳县的贫困状况：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酉阳县）隶属于重庆市，位于重庆

市东南部，总面积 5173 平方公里。酉阳县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自治县，过去是重庆市最穷的五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直到

2020年 2 月刚刚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行列。户籍人口 85.64 万人，

城镇人口 27.68 万人；少数民族 79.05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36.51%

（根据《酉阳自治县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核实修

改）。 

 酉阳县 2019 年人均 GDP 为 34148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2 万余

元。乡村儿童多半都是留守儿童。学校的贫困学生比例较高。学生流

失到县城的比较多，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从小学就去城里上学，留在乡

里的大部分都是家里比较贫困的学生，有些虽然已经脱贫摘帽，但是

条件仍然不好。 

2.本县义务教育的基本情况 

目前全县共有 276 所基础教育学校,学生超过 14 万人，班级数

3635个，专任教师 9053人。 

3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信息化的基本情况： 

目前所有学校都建有计算机教室。小学共建机房 157 间，7845 台

计算机；中学共建 84 间机房。全县生机比为 12:1。各校先后安装班

班通教学设备：2014 年开始建设，2019 年后全部使用一体交互机，

一共 891 套。教师用机：自 2010 年起，配备惠普电脑，目前都存在

老化、无法使用的情况。都设有信息技术课，但不一定按照课表上课。 

信息化能力跟县城里、市里相比还是很低，除了使用电子课件之

外没有更高层次的信息化应用。信息化设备维护主要依靠学校的日常

维护，实在无法维护时上报教委。疫情期间义务教育 80 天线上教学：



电视台云课堂微课推送、酉阳云课堂在线学习平台，学生可以点播、

回放。 

为详细了解酉阳县小学信息化教育具体情况，选取了贫困乡镇五

个乡村小学做调查，这五个小学分别是花田乡花园村小学、丁市镇石

门小学、楠木乡中心小学、可大乡沙滩村小学、楠木乡红庄村小学，

调研对象花园村小、沙滩村小、红庄村小、石门村小等学校负责人，

具体情况总结如下表： 

 

酉阳县五所学校信息化教育情况调查表 

学校项目 

 

花园村小学 石门小学 楠木乡中心

小学 

沙滩村小学 红庄村小学 

 

学生情况 

131 个在读学

生，贫困学生

65人，留守儿

童 73人 

幼儿班和小

学现有学生

36 人，其中

建 卡 贫 困

户、低保、重

灾重病等占

52.78%； 

留守儿童占

83.33%。 

现有班级 6

个 在 校 生

214 人。低收

入家庭学生

占 67.6％、

留守儿童数

量 比 例

71.4％ 

在读学生 37

人，共七个

班贫困户 7

人，留守儿

童 32人 

学前班和一

到三年级，共

四个班，学生

28 人，贫困

儿童 20 人，

留守儿童 26

人 

师资配备 在职教师 11

人，本科 9人； 

平均年龄 28

岁，有兼职信

息技术老师 

学校现有教

师 8 人：本

科 2 人，专

科 1 ，中师

1人。没有信

息技术教师 

在岗教师 29

人，其中本

科 9 人，大

专 20人，一

级 教 师 17

人。有兼职

的信息技术

老师 

教师 8 人，

含代课教师

1人；本科 4

人，专科 3

人， 

教师 6 人， 

年龄都在 35

岁左右 

教师信息化

设备硬件 

教师电脑 15

台，每个老师

有办公电脑；

设备陈旧，运

行很慢 

教师办公室

共 2台电脑 

设备陈旧每

个班都有班

班通 

教师每人有

一套信息化

办 公 设 备

（联想台式

电脑）；教师

在上课时候

经常使用信

一间教师住

房暂作信息

教室，10 台

旧电脑。只

有 1 台旧办

公电脑， 七

个班都有班

没有计算机

教室，可用班

班通；只展示

基本操作，如

小游戏、汉字

输入 



息化设备， 班通 

信息化教材 使用电子课

件，教材有配

套的课件；可

自己制作，但

缺少素材，；

网上搜索免

费课件，付费

无法用 

使用电子课

件，教材有

配 套 的 课

件；自己制

作课件，资

源多来自百

度 

班班通设备

进行多媒体

教学 

老师回家或

使用班班通

自己制作课

件，资源多

来自百度 

班班通自己

制作课件 

资金来源 

 

政府计算中

心统一采购 

政府统一采

购 

政府统一采

购 +资金捐

助 

政府统一采

购 

政府统一采

购 

教室的信息

化设备 

无计算机教

室，信息技术

课在 班班通

演示；有创客

教室，几台电

脑，3D打印机 

学校没有开

展信息技术

课程 

 

一间机房，

电脑 51套，

每间教室均

有班班通设

备，共 13套

4-6 年级开

设一节信息

技术课 

仅有一间信

息教室，10

台旧电脑 

无计算机房 

教室有班班

通设备 

设备的使用

与维修 

设备和网络

自己解决，有

故障自己修，

必要时上报

教委派人维

修 

乡里有一个

专门负责设

备维修的老

师 

 

 

 

————— 

乡里有一个

专门负责设

备维修的老

师 

 

 

 

————— 

教师信息化

培训与交流 

定期举办信

息化教学交

流会和电子

课件应用能

力竞赛 

 

 

 

————— 

定期给教师

提供使用信

息技术的支

持和指导 

 

 

 

————— 

每一两次的

教研指导：如

何打字、下载

课件、编辑文

档、制作课件 

疫情期间信

息化教育情

况 

统一装网，统

一修建基站 

网络全覆盖，

信号尚可 

线上教学；

网络作业批

改及质量检

测；无网络

设备的学生

集中在村委

会教学点上

课 

 

 

 

————— 

学生用老人

的 手 机 上

课，没有手

机到村委会

线上教学点

上课， 

学生在家用

家长手上网；

疫情期间，一

户家庭三个

孩子上课，一

个月流量费

300元 

信息化程度 信息化程度

低，除电子课

件外没有更

多信息化应

用 

信息化程度

低，除电子

课件外没有

更多信息化

应用 

信息化教育

程度很低 

信息化程度

低，除电子

课件外没有

更多信息化

应用 

信息化程度

极低 



信息化 

需求 

需要资金支

持，增强教师

培训 

需要投资设

备，开展培

训交流，减

轻家长负担 

师资配备 

开发乡村信

息 技 术 课

件，增强教

师线上线下

培训 

需要资金支

持，增强教

师培训 

需要资金支

持，增强教师

培训 

 

为深入了解酉阳县各乡镇信息化教育具体情况，选取四个困难乡

镇做调查，这四个乡镇是花田乡可大乡楠木乡，各乡镇教管中心主任

调研访谈，具体情况总结如下表： 

 

酉阳县乡镇信息化教育情况抽样调查表 

乡镇信息化情

况 

花田乡 可大乡 楠木乡 丁市镇 

基本情况 6个行政村， 县

城附近。全乡留

守 儿 童 比 例

68%；约 350-400

学生 

29个教学班，共

832人， 地处偏

远 

贫困乡，中心校

6 个班，共 214

个学生；留守儿

童 占 比 达 到

50%，贫困学生

全乡 146个人； 

共 12个校点，9

所公办，3 所民

办；3所中心校，

2 所村小；共

1918名学生 

师资配备 全乡教职工 35

人，大专以上 20

人，专科以上 15

人，；教师平均

年龄 28岁 

55 个在职在编

老师，教师年龄

两极化，30余人

都 50 岁以上，

其余多为 28 岁

以下；11个代课

教师 

 

在职教师 29人，

一级教师 17个，

大专以上 20人，

本科以上 19人 

公办教师 200余

人，代课教师 20

人 

信息化设备 中心校有微机

室， 5台电脑，

正常运行；办公

室电脑、班班通

都正常； 

学生可用计算

机 45 台，生机

比 18:1； 

教师用机 15台，

都有班班通 

网络教室 2 

重庆市向中心

校捐赠了联想

教师办公电脑，

信息化水平较

好，急需教师培

训；现有 3台电

脑；52台学生电

脑，品牌为方正 

中心校有一间

机房，61台方正

电脑；全镇配备

了 80套班班通，

只有 2所村小没

有配备；50%的

教师配备手提

电脑，共计 84台  
资金来源 政府投入 政府投入 政府投入+少量

捐赠 

政府投入 



信息化课程设

备维修 

教官主任是计

算机专业毕业

的，可以负责计

算机的维修和

正常运行 

 

 

 

————— 

四年级以上有

信息技术课，专

业计算机 教师

少； 

一年维护费用

在 10万左右 

目前困难 缺少资金设备 

缺少家庭支持 

师资培训不足 

校点多，信息化

教育资金投入

不足；本乡地处

偏远，师资比较

薄弱，教学资源

少； 

信息化教育程

度落后，师资年

龄偏大，教育资

源不能很好运

用 

缺少师资、设

备；全乡家里有

电脑的学生不

到 10 个人；缺

少资金；学生对

传统、单调计算

机课缺乏兴趣

建议开发新课

件 

设备陈旧，资金

投入不足，家庭

支持力度不够 

未来期待 

所需资助 

1 对残疾儿童送

教上门，希望有

带着笔记本电

脑上门教学 

2 每月集中家长

活动 3能开展五

大常规活动 

3 改善网课条件

家访摸底等；4

中心校态度积

极，希望加入信

息化教育项目

试点 

加大资金投入、

设备投入，师资

培训 

1 建议向老师提

供信息化培训

的机会 2加大资

金投入 3结合农

村儿童实际情

况开发课程，注

重课程的儿童

化、乡村化； 

 

加大资金、设备

投入，提供更多

信息化教育资

源 

 

调查发现乡镇普遍存在信息化教育资金投入不足；信息化设备陈

旧落后，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学资源少；信息化教育程度落后，师

资年龄偏大，教育资源不能很好运用；由于是贫困地区，学生家长收

入少，外出打工多，对学生信息化教育缺乏支持。 

 

调查结论：酉阳县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对重庆市酉阳县教育信息化现状进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当



地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落后设备陈旧、普及率远低于城市；资金来源

不足；师资力量不足；家庭支持力明显不足；网络覆盖率低，信号不

稳定。居家信息化学习拉大了偏远地区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当地农村

学生焦虑情绪加剧。教育信息化教学对教师在教学形式、适应能力、

工作量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分为五个方面： 

1. 酉阳县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 

学校信息化教育设备普及率远低于内地城市。酉阳县教育信息化

自身设备比较落后，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极不平衡，经历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暴露出当地设备陈旧、准备不足等问题。 

学校信息化教育设备陈旧，许多电脑是 10 多年前配置，系统老

化，内存不足。有的学校几位教师一台电脑，部分老师用电脑需要个

人解决。此情况严重影响信息化教育，影响教学质量。 

2.信息化教育资金来源不足 

酉阳县是重庆市最贫穷的国家级贫困县，很多教育专项经费不足。

极少数学校靠捐赠实现部分信息化，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要求。 

3.师资力量不足  

多数学校信息化程度较低，学校只有一两位专业教师，虽然进行

过学习培训，离实际要求还有不小距离。教育信息化教学使教师在教

学形式、适应能力和工作量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4.家庭支持能力不足 

酉阳县学生多数为留守儿童，有一些为精准扶贫人口。学生家长

很少给他们购买电脑、手机，已经购买的学生因为费用问题，上网也



受限制。有无手机、手机质量性能流量费用、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不

足也影响了学习质量，这些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数字学习鸿沟的扩大，

影响了教育公平。 

5.网络覆盖率低，信号不稳定 

设备短缺网络覆盖不足，网络信号不稳定，学生需要统一到村委

会学习点学习，造成学生信息化学习的比例、时间和质量远低于发达

地区。 

 

建议和解决办法 

近年来，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与措施在我国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到 2035年，

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其中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

教育是其主要目标之一。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少数偏远地区农

村信息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从教育公平和教

育信息化长期发展角度提出建议： 

1.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有必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捐赠投资，提

高基础设施质量、增加学习设备普及率建设人文关怀体系。为该县提

供必要的网络基础设备，对学校、学生家庭进行必要的网络环境建设

或改造。补充和更新信息化设备例如对贫困、残疾儿童送教上门，提

高该地区农村学生的信息化学习终端的拥有率，包括手机、平板、学

习机、电脑。 

2.补齐该县教育信息化中教师能力的短板。教育信息化将对教师



职能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调动社会力量，不断加大对该地区教师的培

训力度,特别是信息化教学的实践和做好信息化教学相关服务、支持

性工作方面的训练，对现有教室开展线上线下信息化教育培训，结合

农村儿童实际情况开发新课件，注重课程的儿童化、乡村化、趣味化、

知识化，大力提高该地区教师对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具体措施如：可以通过教育局举办校际信息化创新大赛和教师信

息化教学技能竞赛，鼓励教师制作优秀的数字课件，提高他们的数字

化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信息化教学经验交流。 

3.提高学生信息化学习水平。在线上线下进行学生信息化学习技

能培训，开展学生信息化学习技能竞赛，举办微缩胶片竞赛，激发学

生练习计算机技能（如制作视频短片、使用幻灯片做演示等），真正

培养当地学生应用信息化技术解决身边问题的能力。 

4.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 

在中央财政继续保持扩大教育信息化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调动较大规模的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或者相关设备研发生产

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以资金、设备、技术、定点帮扶等形式投入欠发

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 

5.教育信息化应将欠发达地区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纳入整体规划

与部署。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欠发达地区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对

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及其家庭进行精准干预、定点帮扶 提高偏远地

区教育信息化整体质量。必要时可以考虑给予相应政策，采取一定保

障措施。 



定期集中学生家长展开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于信息化教育

的接受程度。 

6.改善该地区网络基础环境。发挥 5G技术特点,针对欠发达地区

农村制定网络环境提升方案,提高该类地区信息化服务能力，网络提

速降费。 

7.开展信息化教育项目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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