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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甘肃广大农村地区学校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交流闭塞、优质资源短缺，教

师数量不足、培训难度较大、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长期普遍存在。特别是近年

来，城市学校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学校的信息化才刚刚起步，城

乡学校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加深。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城乡优质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

2003年我省积极组织实施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信息技术为

手段，采取教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收视点、计算机教室等三种模式，促进优

质教育资源向农村传输。这既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项重要举

措，又是推动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还是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一项基础工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全省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克服困难，通过财政挤、社会集、干部捐等

方式，为农村中小学配备仪器、培训人员、传输理念，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依

靠现代远程技术解决优质教师与课程进校园的新路。2004年，教育部在天水召

开了全国第一次远程教育工程现场会。2005年，原国务委员陈至立亲赴河西走

廊了解计算机教室等设备的应用情况，亲身感受到“信息进乡村”给当地带来

的种种变化，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国家又在张掖召开了远程教育应

用现场会。这两次重要会议在甘肃的召开，既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教育

工作者长期寻求符合当地基础教育发展道路所作出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国

家对于我省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充分肯定。2008年，我省全面

完成了工程的建设任务，共计投入资金4.38亿，为全省农村初中建设计算机教

室1588间，农村小学建设卫星教学收视点11454所，5565个农村小学教学点拥

有了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加速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

领域的应用，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育资源、科学的教学方法、人类文明

的最新成果，输入到边远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提高了教育资

源的传播速度，使得教学环境和教学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将有效解决广大

农村地区师资短缺、资源匮乏的问题，促进城乡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更好地体

现教育公平。同时，现代远程教育将成为大规模开展教师继续教育，大幅度提

高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还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实现农业信息化和培训农村党员干部等起到基础作用。

当前，我省广大农村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才刚刚起步，还存在诸如设备使用

情况不容乐观、重技术轻理论现象普遍、培训不能满足多元化需求、评价注重

鉴定忽视导向作用等问题。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教

育信息化建设任重而道远。省教育厅藉此整理编辑了系列丛书和视频资料，从

不同角度，全面、深入、及时地回顾总结了我省实施远程教育工程的整体情况，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省近几年在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走过的路程，其中有探

索有实践，有思考有研究，有汗水有努力，更有令人欣慰的成果和经验。希望教

育部门的同志们再接再厉，不断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我省教育信息化水

平，以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教育公平，并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

的辐射带动作用，使之在甘肃农村基础教育广袤的原野上扎根、开花、结果，为

那里的孩子们描绘出更加绚丽美好的明天。

郝 远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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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农村远程教育整体应用研究

缩小区域差别 体现教育公平
积极推进贫困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
———构筑甘肃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 旦智塔

200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决定用 5-10 年
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五年来，我省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加
强建设，注重实效，使甘肃教育信息化，尤其是农村远程教育工作取得了全面
的发展。截至 2009年底，我省中小学校计算机总台数达到 223597台，比 2000
年的 30792台翻了 7倍多，生机比达到 21.1∶1，比 2000 年的 145.5∶1 提高了
近 7倍；我省中小学信息技术开课率，由 2000年的高中 41%、初中 20%和小
学 3%，分别提高到 100%、100%、40%；在 2000年，我们刚开始探索建设中小
学卫星接收小站，到 2009年底，全省 17000多所中小学中，有 14000多所能
够通过卫星接收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并且，我省拥有校园网的中小学已达
到 1442所，是 2000年的 14倍。
回顾我省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作所发生质的飞跃的历程，首先，得益

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从 2001年以来，李岚清同
志、陈至立国务委员和教育部领导多次亲临甘肃视察调研，指导我省农村学
校远程教育的探索性工作，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坚定了我们的
信心，使我们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做到了起点较高，措施到位，方式科学，技
术适用。2004年、2005年，教育部先后在我省召开了“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
程教育工程试点工作现场会”和“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应用
现场交流会”，成功展示了我省中小学远程教育的创新模式，成为全国农村中
小学远程教育工程正式启动和应用初见成效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农
村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健康发展。二是，甘肃省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对
农村学校远程教育工作思想统一、认识到位。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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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薄弱、财力不足的现实，全省上下的一致认识就是：要实现教育的跨越
式发展，只能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走信息化发展之路，才能同发达省区缩短距
离。第三，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把远程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克服困难，
因地制宜，出新思路，想新办法，从 90年代末就开始积极主动地探索和总结
贫困地区发展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的模式。

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首先根据实际，理清思路，超前谋划，科
学定位。我们坚持“统一思想，分级负责，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统一标准，分级
投入”的建设原则，贯彻“理顺机制、加强管理；完善基础、注重示范；突出应
用、提高效益”的指导思想，实施“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区推进”
的发展方针，把农村远程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先普及、后提高”；推动发
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带动条件一般的地区协调跟进，扶持条件较弱
的地区打好基础。根据省里确定的“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甘肃段沿线地区
战略发展的要求，我们以省会城市兰州为中心，重点发挥天水市对甘肃东部
地区、张掖市对甘肃西部地区农村远程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个中心
带两翼”的发展战略。在扩大乡镇学校网络信息站和农村多媒体教学点建设
规模和效能的基础上，向带动乡镇信息化和社区信息化的方向进行积极探
索，体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全社会行为，促进甘肃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为
甘肃经济社会进步提供有效支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在传输条件、站点建设、资源研发、服务保障等方面搭好平台，夯实

基础。
一是促进“三网”结合，建好网络基础传输体系。我省依托 CERNET在兰

州大学的省级主节点，建立甘肃教育网络中心，并充分发挥其在传输体系的
核心功能，自建光纤链路，与 14个市州相连，并建成了自主发射的卫星上行
站，有效利用省内网络传输运营资源的优质条件，加快全省教育城域网、骨干
网和卫星传输网的建设步伐，为形成特色鲜明的、“天地合一”的甘肃现代远
程教育网络体系奠定传输基础。
二是探索“三个合作”。体现诚信和谐的机制，以学校主动、政府推动和社

会联动的方式，调动学校、银行、企业三方合作的积极性，加快城市中小学教
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依靠示范带动、加强培训、制度保障等措施，全
面提高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为实现信息技术教育目标奠定基础。
三是实现“三位一体”。发挥“甘肃省现代远程教育中心”的整体资源优

势，加快西北师范大学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提高与职业发展培训及教育信息
资源持续研发平台、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优质教育信息资源集成发送平台和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学历教育开放平台功能化建设步伐。
四是依靠“三支队伍”。发挥各级管理者的决策作用，专家学者的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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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级电教系统及教育网络传输系统工作者在服务中小学信息化建设中的
核心骨干作用，加强科学研究和示范评价工作，以标准化指导中小学校园信
息化环境建设。
五是创建“三种模式”。根据甘肃省情，突出农村教育的重点，深化农村中

小学远程教育功能内涵，增强现代远程教育的适应性和针对性，通过实践，我
们探索出了农村小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收视点、农村学校计算机教室三
种实用模式：
从 1998年开始，我省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小学添置了一套音视频显示

设备、一套打印设备、一套投影设备和一套教学软件，有些学校再增加一套卫
星接入设备。在投入不大、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解决学校一些课程师资缺乏的
问题，提高其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让农村小学的孩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资源；同时，又能利用学校条件为乡村农民提供信息和技术培训等多方位服
务。2000年初，地处贫困山区的天水在全市启动实施“电教扶贫工程”，为交
通不便、环境封闭和重点帮扶的 384个山区贫困村学校捐赠 VCD影碟机和
电视机各一台，配套“小学特级教师指导学习”教学光盘，建起了“光盘教学播
放点”，开设了电教课，改变了长期以来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一个
老师讲到底的传统教学模式。学校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教育质量得到了大
幅度提高。地处我省戈壁深处的酒泉市金塔县，1998年开始为每所乡村小学
配置能够拨号上网的计算机、打印机和速印机各一台，建成乡级信息站 8个、
村级信息点 75个，从网络下载、打印当地农村实用信息，通过学生散发给农
户，并由学生收集村民急需发布的信息，开设“中国.金塔经济信息网”网站。
通过网站搜集、下载、发布招商、产销等各类信息，使全县 10多类农产品、矿
产品在网上找到了销路，5 年中销售金额累计达 1.2亿元。

2000年，结合广电“村村通工程”我省开始探索利用卫星开展“甘肃省边
远民族地区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示范试点工作。2001年，教育部、李嘉诚基金
会“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示范”项目的实施，大大推进了这种模式的发
展。2002年，我们实现了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与甘肃教育科研计算机网
的结合，在全省城区基本形成了“天地网合一”、具有交互功能的甘肃现代远
程教育网络平台，可以面向全省发送从小学到高中 12个年级、9门学科包括
数字、音频、视频等全套教育教学资源。卫星宽带网可以向不能接入互联网的
学校传送优质教育资源和科技信息，既经济，效果又好，它拉近了边远地区和
东部地区的距离，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及时传送到最边远的农村学校，农村
孩子接受教育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我省很多边远农村学校，曾经因教师缺
乏，无法开设英语课，配备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
决。通过利用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发送的各类英语教学节目，使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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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指导下，具备了查阅、收集网上信息资源的能力；学生通过《同步课堂》
和《名师讲座》，加深对课堂教学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互补效
果鲜明。地处陇东革命老区黄土塬上的庆城县，利用农村学校建起的卫星地
面接收站，采取现代远程教育与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定时定点收视
远程教育节目和成人自学考试节目，初步形成了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体系，
年培训能力达到 1.2万人次，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2.8%。同时，这些学校充分
利用卫星地面接收站，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党员教育提供了服务。在
甘肃这样的地区，与其他各种教育信息化建设模式比较，卫星地面接收站是
一种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的模式。

在建设农村初中计算机教室、按要求开设好信息技术课程的同时，省教
育厅会同省农牧厅、科技厅在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乡镇初中计算机教室，建
立“甘肃省乡镇学校网络信息站”示范基地，由乡政府统一领导，县职教中心
提供技术支撑，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将“学校计算机网络”与“乡镇农民夜
校”、“乡镇信息中心”相结合，并分别与本乡镇内的村级小学信息点相配套构
成辐射体系，发挥学校网站服务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帮助农民脱
贫致富的多重功能。通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乡镇网站已成为教师培训基地
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中心，成为学生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和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的重要基地，成为农村销售产品、活跃经济的重要助手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的教育基地。

在建设和实施以上三个层面农村学校远程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们始终
注意多种形式的整合与协调，力求互为支撑，互为依托，在全省初步构建成科
学完善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体系。这三种远程教育模式的推行，针对
性强，适合省情，投入不大，效果明显，带动我省农村教育质量有了大的提高，
它为农村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和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通道，进而
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地缘差别，使天资聪慧的农村孩子的智力得以更好地开
发，教育公平性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受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成为国家
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蓝本。

200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
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项目开始在我省实施，到 2009年，累计投入资金 43815.9 万元，覆
盖全省 86个市（州），建成“教学光盘播放点”学校 5565 所，“卫星教学收视
点”学校 11591所，“计算机教室”学校 1720所，培训教师 15000多名，全省所
有农村中小学校实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的 100%覆盖，439万学生从中
受益。

5



在实施国家工程过程中，我们认真总结了甘肃农村学校远程教育模式，
在严抓工程管理、规范建设的同时，将扩大项目整体功能和效益放在突出位
置，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定“以县为主，省市联动”的长效运行保障机制。项目县坚持建、

配、管、用一齐抓，整合电教、装备、教研等部门形成合力，重在项目管理和支
持服务；省市联动进行协调指挥，规划培训，指导应用，全程督查和评价。
二是坚持培训先行。我省始终将教师培训作为工程的重中之重，建立了

省、市、县三级培训体制，编写了《培训工作方案》《教师培训教程》等专用书
籍。除教师培训外，我们还先后开展了项目管理技术人员培训，项目供应商、
集成商联动协调施工培训和项目验收培训，把培训先一步落实到了工程实施
的各个方面。
三是着力促进工程应用。第一，以观摩促交流、以示范带应用。2004年我

省组织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展示活动周”，通过专家报告、课堂展示、说课
评课等形式，全省 14个市州共有近八千名基层教师参加了观摩展示活动周，
参与活动的人数达两万多人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二，“送经下乡”，指
导应用。我省有计划地组织了一批专家和教师组团走下去，坚持“不走大路走
小路，不走油路走土路，不走熟路走生路”的作风，深入基层，在全省作经验介
绍和应用轮回指导；第三，制作精品课例和进行优秀课件展评，拓展应用指导
力度；第四，充分重视培训在应用中的先导作用，以培训支持项目可持续发
展；第五，建立了从省市县延伸到学区的项目服务支持体系，有效补充指导应
用。
四是逐步完善了“甘肃省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支持服务平台”。为了

支持和服务教育教学，我省于 2010年建设了“甘肃教育卫星网”，升级改造了
“甘肃教育信息网”（www.gsedu.cn）、“甘肃基础教育资源网”（www.gsres.cn）；
搭建了“甘肃省义务教育新课程教材培训平台”、“甘肃教育网络视频交流平
台”（http://spjl.gsedu.cn）、“甘肃省中小学教学教研平台”，开办了“现代教育与
技术”网络期刊。

新时期，在我省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体系的构建上，我们进一步的思路
是，第一，坚持“以县为主”的长效运行体制，一是保证资金的可持续供给，二
是保证技术的可持续支持，三是保证教师能力的可持续提高。第二，整合项
目，协同发展，发挥项目综合效益。第三，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运行体系。重点开展了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以县为主现代远程教育有
效运行环境支撑体系”课题研究；二是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应
用推广研究；三是甘肃省中小学信息化有效运行环境的绩效评价研究；四是
以县为主推进中小学远程教育环境建设研究。通过研究，制定应用评估标准，

第一部分 农村远程教育整体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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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与策略探讨

甘肃省教育厅 李 晶 杨晓健

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政府适应教育改革发展潮流，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与
实施，对完善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学信息化环境，普及信息技术
教育，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师资水平，改善教学效果，促进地区
间、城乡间教育的均衡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整
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为了对甘肃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状况有一
个全面的认识，更为对甘肃省将来的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准确的定位和指
导提供依据，我们对全省基础教育信息化近年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甘肃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策略。

并且组建“甘肃中小学远程优质课网络教育联盟”，开展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载体的优质示范课建设试验，提供优质资源的共享和综合服务。第四，通过
项目的实施继续开展为农业科技、基层党组织提供服务，积极探索远程教育
系统发展与社区进步的结合，促进社区科技文化的综合发展。

在构筑现代远程教育体系，推进和谐教育这个宏大工程中，目前我省还
只是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在农村基础教育领域，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还属于探
索性的实践，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和指示精神，进一步提
高认识，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因地制宜，从区域发展布局结构上体现特色，从
多元社会服务功能上体现优势，从构建学习型社会带动作用上体现效能，持
续提高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绩效，实现我省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为促进我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巩固提高，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新农村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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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表 1中将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甘肃基础教育信息化环境有了巨
大改善。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学校数、学校拥有计算机数、拥有卫星接收设备
数、拥有校园网学校数都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截至 2008年年底，全省中小学
校计算机总台数达到 217626台，比 2000年翻了 6番；生机比达到 21．7∶1，比
2000年提高了五倍多；2000年，甘肃省中小学校还未开始建设中小学卫星接
收小站，到 2008年年底，已有一万多所学校每天都在通过卫星下载优质教育
教学资源。
（2）2000年，甘肃还只有 117个校园网（见表 1），2008年已有 1178个，是

2000年的 10倍；2000年，我省只有 19所学校接入互联网，2008年，接入互联
网的学校已有 5348所，增加了 281倍。越来越多的新建学校网站正在成为学
校实现资源共享、教师备课、宣传学校、学生发表作品、日常行政管理的新阵
地。
（3）2000 年，甘肃省中小学信息技术开课率小学、初中、高中各占 3％、

20％和 41％，到 2008年，已分别提高到了 26％、89％和 100％。（见表 2）

内 容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1.学校数（所） 23246 19634 20084 21293 20318 19591 15527

2.学生人数（名） 4479313 4849374 4785741 5022417 4983027 4982278 4728078

3.教师人数（名） 217370 219701 231923 251322 253385 271081 279563

4.信息技术课教师人数（名） 1831 5851 6485 7390 8403 9069 12381

5.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学校数（所） 995 3085 15558 4151 5294 5449 7518

6.拥有计算机总数（含卫星小站计算机）（台） 30792 102802 126194 138781 186984 210791 217626

7.生机比例 147.2∶1 47.2∶1 38.2∶1 36.2∶1 26.9∶1 23.7∶1 21.7∶1

5376 7844 7844 13617 16025 15913

5290 7567 7567 12417 15205 14838

10.拥有校园网学校数（所） 117 264 366 527 925 1040 1178

19 1039 1203 1203 1376 1500 2736

369 534 534 1595 2177 2612
11.已接入互联网学校数（所）

拨号

专线

Ku波段

Ku波段

8.拥有卫星接收设备总数（台）

9.拥有卫星接收设备学校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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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分析
1.甘肃基础教育信息化基本情况

表1 甘肃基础教育信息化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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