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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均衡发展的民族地区在线教育成效研究 

——以阿坝州中学为例 

丁佳 汪逊 罗文静 杨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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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在线教育作为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新途径，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

以阿坝州中学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在线教育的开展情况，对促进民族地区中学教育均衡发展的成效及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在线教育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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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数字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在线教育成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的创新路径，为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提升开辟道路。但目前关于在线教育发展成效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本文以阿坝州中学为主

要研究对象，调查其在线教育发展水平、成效，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基于教育均衡发展视角提出有效策略。 

1 在线教育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1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要求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

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2015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决不让一个少

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加强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优先向民族地区学校开放”2019

年，国务院提出“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免费为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加快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2021 年 3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将“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质量评价

指标之一，强调“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我国始终重视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关注并强调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问题，鼓励教育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通过多元化、

现代化途径缩小地区差距，提升民族地区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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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在线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在线教育的理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均衡发展理论以教育的基本人权为基础和出发点，从根本上保护

教育弱势群体接受优质基础教育的基本权利，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二，教育均衡发展理论以教育公平为目标依据，在

教育公平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保障受教育者拥有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本质是追求教育平等，实

现教育公平。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线上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单向传输教育资源，主要由教育部统一下传；二是由国内

知名网络学校提供线上教学资源。国内学者对教育均衡发展的讨论较为广泛，但基本都认可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

本途径和重要表现形式，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进步。但是现行的在线教育仍存在学生学习水

平参差不齐、在线教学缺乏深度交流、无法实现因材施教、缺乏优质资源共享意识等现实问题。 

国外在线教育扶贫也有相关案例，如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开发出一个线上平台——MOODLE,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该平

台获得教师讲义等数字资源，还能与教师在线互动、作业与测试，有效缓解了沙漠中的学生乘飞机到校上课的不便。国外相关

研究表明在线教育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大部分参与网络课程学生的表现要好于那些参与传统面对面模式课程学生的表现；其

次，在线教育与面对面教育的结合所呈现出的教学效果要好于仅通过面对面授课；最后，在线学习模式可以满足学科领域及学

生特征的多样性。 

2 在线教育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成效 

2.1阿坝州中学在线教育发展现状 

阿坝州全称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具有海拔高、气温低等特点，自然条件恶劣。自 2012年全面实施

在线教育项目以来，截至 2019 年，已有 36 所学校 45个项目，273 个教学班级开通全日制在线教学。马尔康中学、汶川中学、

小金中学等一批学校通过全日制在线教学，教学效果获得显著提升。2019 年，新增 6 所中学的高一年级纳入“四川云教”直播

教学平台，分别接收成都七中、成都石室中学、成都树德中学等的直播课堂。阿坝州汶川县、松潘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利用

“全面改薄”“十年行动计划”和自筹资金，建成覆盖全县的教育管理平台和监控平台，启动数字校园建设，实施翻转课堂等

教学尝试。 

2.2阿坝州中学在线教育发展成效 

(1)教育信息化设施设备显著提升。 

目前，阿坝州所有中学全部接入互联网，平均带宽达 200 兆。学校均已连通四川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四川省教育资

源公共管理平台，95%的学校登录网络学习空间，“三通”覆盖比例大幅扩大。此外，阿坝州还搭建中小学图书管理系统，该系

统接入“四川省中小学数字校园云平台”,各校利用该平台参与四川省组织的实验教学说课、阳光阅读等各类在线应用。全州教

育信息化设施设备建设与使用情况显著提升，为在线教育教学顺利进行提供基础保障。 

(2)学生学习与升学情况取得明显进步。 

通过在线教育，阿坝州各中学获得了来自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有效弥补了阿坝州中学师资力量匮乏、教学内容单薄、教

学方式单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等问题，学生学习与升学总体情况明显提升。项目学校 2017年参考学生共计 578人，本科上线

率为 36.2%;2018年参考学生共计 688人，本科率上线率达 39.09%;2019年参考学生共计 670人，本科上线率上升至 44.9%,全州

文理科最高分均出自项目学校在线网络教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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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约民族地区在线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线网络教学班在阿坝州发展至今近十年，在教育信息化设施设备搭建与使用、学生学习与升学情况等方面获得明显提升，

但从教育均衡发展角度而言仍存在差距，目前制约民族地区在线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3.1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普遍不高 

(1)教师信息化素质仍需提升。 

在线教育与传统教学活动在方式与手段上存在一定差异。依托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在线教育具有专业性、多样性与个

性化，对教师信息化技术水平要求也会更高。阿坝州各地各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部分教师并未没接受系统的

高等教育，通过“9+3”计划直接进入中小学开展教学活动，教师综合能力有限，其中信息化技术水平亟待提高。若无法熟练使

用计算机设施设备、多媒体平台、在线教学相关软件等，将会影响民族地区在线教育的开展，难以发挥在线教育的优势。 

(2)教师培训力度与范围亟待提升。 

我国非常注重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养，阿坝州根据政策要求开展了“国培计划”“四有好老师计划”以及“乡村

教师振兴计划”,建立了项目县、高校、远程机构“三位一体”培训新模式，致力于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但是目前来看，

教师培训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建于上世纪 70年代的阿坝县教师发展中心，基于传统教育的教师培训场地与方式已无法适应面

向未来的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求，教师信息化素养亟须作为民族地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3.2面向民族地区的线上教学资源匮乏 

(1)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具有自身特点。 

目前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模式”主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单独开设汉语课程；“二类模式”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单独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三类模式”为部分课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其余课程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各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一类模式”与“二类模式”在阿坝州并存，由于目前线上教学资源主要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仅部分“二类模式”的学校及学生适用，其他类型的双语教育发展在线教育存在明显困难。 

(2)线上双语课程资源极为缺乏。 

现有的线上课程资源绝大多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讲授或录制，主要针对“一类模式”教学。以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的线

上双语课程资源极为匮乏。由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存在差异，线上双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难度较大，这将

导致偏远民族地区中学在线教育难以付诸实践。 

3.3学生接受在线教育机会不均等 

(1)各地各校落实在线教育仍存在差异。 

目前，阿坝州各地各校已达到较高的互联网覆盖率，但在线教育的具体实施仍有较大差异。个别学校存在电脑、多媒体设

备闲置或使用频率较低的现象，部分中学采用在线网络教学班的形式开展在线教育，其余中学采用线上视频资源与传统授课相

结合的教学方式。县际、校际在线教育实现程度、运作形式各不相同。在线教育资源并未完全普及，并非所有的学校学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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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的接受在线教育的机会。 

(2)网络直播课程班学生采用选拔形式，带来新的不均衡。 

许多学校建立了在线网络教学班，但并非全体学生都能进入在线网络教学班学习。民族地区学生由多种因素影响，学习水

平与能力与城市名校学生相比仍存在差异，学校依据学生成绩排名选取部分成绩较好的学生进入在线网络教学班。在线教育覆

盖范围显然有限，并未得到全面普及。这种“筛选”方式为在线教育带来新的不均衡，不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总体目标的实

现。 

4 促进民族地区在线教育发展的有效策略 

4.1建立教师培训基地、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 

(1)设立民族地区教师信息化培训项目。 

建立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培训基地，强化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大民族地区教师现代教育技术的培训力度，提升民族地

区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利用省、州地区范围内高校、优秀中学的人才、物质、资金等资源，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对民

族地区中学教师展开系统性、有针对性地培训。从师资质量出发，补齐民族地区中学教育质量短板，破解民族地区中学教育质

量之困，最终促进均衡发展。 

(2)注重培养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基本知识与能力。 

遵循在线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将提升现代教育信息化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分层次、分阶段对民族地区中学教

师进行培训，首先，普及现代教育技术的一般原理与基本知识，跟进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变化；其次，根据各地各校教育现代

化设备的具体情况展开实践教学，确保每位中学教师能够学会并熟练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进行教

学、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课件制作、教学设计等，优化整体教学流程，将丰富的教学资源运用到日常教学过程中；

最后，还应探索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衔接、融合的有效方式，高效运用教育信息技术，发挥在线教育应用于民族地区中学教育

的突出优势。 

4.2开发线上双语教育资源、满足多种双语模式在线教育资源需求 

(1)开发线上双语教育资源。 

由于双语教育在民族地区具有多种模式，实践过程中应当注重“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语制宜”,制定民族地区中学

双语教师信息化水平提升的培养机制的同时，重视线上双语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通过国家课程建设项目支持，开发适合民族

地区中学教育的双语课程，满足双语教育在线资源使用的需求。由各省统筹民族教育课程资源开发建设，促进互联网信息技术

与民族教育深度融合，推动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区域内共享。 

(2)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使用。 

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尊重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使得各民族具备共同交流的语言基础，拥有“共同语言”后，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承。在此基础上，各民族

地区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多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为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基础保障。 



 

 5 

4.3扩大在线教育学生受众范围、实现在线教育均衡发展 

(1)建立统一的地方在线教育中心，搭建在线教育保障体系。 

以地区为单位，当地相关部门统一建立在线教育中心，实现地区在线教育教学资源的接收、储存、播放和反馈等，以及异

地实时同步、文化教育、视频会议等功能。根据各校自身发展特点、学生学情，提出课件点播、随堂转播等要求，并将教学情

况、效果、意见等通过网络系统反馈到当地在线教育中心，形成完整的在线教育保障体系。 

(2)扩大在线教育受众范围，为全体学生提供平等接受在线教育的机会。 

学校各年级、各班级学生一视同仁。充分考虑在线教育资源对民族地区学生的适切性，避免对名校优质课程“照搬”“硬

套”,采取多元化的在线教育形式，最大程度地保证民族地区学生与在线教育资源的融合程度。针对不能或不适应跟随直播学习

的学生，学校也应采用录像的形式，将课程保存下来方便后续观看，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最大程度上促进学

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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