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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dedifferen-
ti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 education mode. Use the self-made urban-rural education difference questionnaire as a tool, an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distribu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Star APP in total and statistical data.The paper includes four parts, which are: the com-
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the realization way of education integration, self-experience and conclusion.The statistical re-
sults show that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have great willingness to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by actively changing the education mode and adapting to innovation, and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et-assisted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of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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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跨区域城乡教育去差异化目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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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调查研究城市与乡村教育现存优劣势以及使用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去差异化，使用自制的城乡教育差异调查问卷作
为工具，使用问卷星APP累计发放的问卷并统计数据。论文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城乡教育对比、教育整合的实现方式、
自我体会以及结论。统计结果初步表明，城乡教师都有极大意愿通过自身主动改变教育模式且适应创新来为城乡教育去差
异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普遍认为互联网辅助教育对教师个人和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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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关系虽基

于一定的调整与协调之上，但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科技、

教育仍有较大差距。在人才方面，农村人才逐渐向城市流动，

这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农村就业人口的缺乏，更为深远的影响

将会作用在教育领域。诚然，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帮助下城

乡差距确有缩小，但不可置否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仍然

存在。

2�教师资源

就教育背景而言，城市教育确有诸多优势。首先是城

市教育拥有优秀的教师资源。许多教师自国内外优秀高校毕

业后，会选择城市内各大中小学校就业，城市教师中还有一

定比例的外籍教师。同时，城市有大量优质的教师资源，各

学校成立了许多名师工作室，而这些卓有教育成效的名师会

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而其他教师则可以

在不断的交流和革新中并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之上更高效

地传道授业解惑。

而与城市相比，乡村教师队伍平均学历和教学资历比

城市教师更低。许多乡村教师是普通本科或者专科毕业，且

任教的年份也都只有几年而在有了几年教学经历之后基本

都会回城市任教。教师们在乡村地区任教时，通常会“身兼

数职”，比如有些教师学的是英语教育，但当他们到了乡村

学校之后，他们需要一人教几个年级的英语甚至是体育、音

乐。专业的不对口也制约着教学水平的提升。同时因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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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分散，他们与其他学校的教师处于极度缺乏交流的状

态，而教育信息的匮乏也是乡村教育不如城市教育的一大原

因。针对这些劣势教育部也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1]：加强具

级政府对区城内教师资源的统筹，通过建立区城内骨干教师

巡回授课、紧缺学科教师流动教学、城镇教师到乡村学校任

教服务期等项制度，加大城乡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3�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分为学习氛围和硬件设施两方面。在学习氛

围方面，城市的学校会经常开展“名人到校讲座”“xx 市

书画大比拼”等活动。在这些与学习相关的大规模活动中，

会激发各学校的孩子到家后积极提升自己的想法，也会促进

校内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营造。其次是硬件设施，城市内学校

每间教室配备多媒体或投影仪，许多教室内有空调或暖气，

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人手一个学习平板，并且城市内学校的计

算机信息教育课也是在较低年级开展的。学校内音乐教育也

有许多乐器，并且学校还配备室内运动厅及舞蹈厅等等。这

些先进的硬件设施可以给予孩子舒适的学习保障，丰富学生

们的学习生活，也可以在趣味的互动中提高知识储备。

4�教育体系

经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城市中小学每一学期都有年级

组规划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会按照规划的教学目标来预写教

案，在教案审核通过之后才予以使用。大部分老师教案中开

头都是与上学期相衔接的内容，每学期的最后几节课的规划

中也会预讲一点下学年的内容。在教案以及实际教学中，教

师们也会酌情增加一些趣味游戏或是影片节选。总体来看，

城市中的教育教学体系是完善且丰富的。

但在乡村的教育教学中体系实际上是并不完善的。在

乡村学校低年级学生识字少、高年级学生基础弱等情况下，

老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能减少拓展，并且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以

书本内容为主。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位乡村学校的老师说：

“我们上杜甫的古诗就只会把古诗板书在黑板上后带着学生

熟读并且解释古诗的意思。但是我上次去市里学习之后，我

发现他们的老师会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这样班上的孩子就

可以全部投入到教育教学中。我在看了他们的教育方法后，

觉得我们乡村小学的教育确实缺乏创新。”诚然，这位老师

的话表达了在乡村小学与其他教师沟通少的无奈，但究其根

本，如若乡村教育体系更趋于成熟完善，整个学校的整体教

学体系将会更加利于乡村学校学生的提高。

5�教学目标

城市中的教学目标相比于乡村更加长远，学校和教师

都致力培养拥有独立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比起传授知识，城市内的教师更加倾向于教会

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上进善良的人。

与城市孩子相比，大多数同龄的乡村孩子更加独立成

熟，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首要目标是讲完课本的知识。

其次因乡村外出务工人数较多，大多数学生都是留守儿童，

所以与城市相比，乡村教师的一大教学目标也是培养不自卑

且热爱生活的心理健康的孩子 [2]。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

过程中，农村教育担负着重要使命，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与

机遇。

6�教育客体

城市教学的教育客体主要是符合该教育阶段的年龄层

学生。城市里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通常只教一个年级，相对

来说教育客体较为单一。所以教师对学生的心理以及习惯了

解得较为透彻和深刻。并且城市里的大多数孩子启蒙早基础

好，所以教学进度快，教师也有更多的时间拓展知识。

乡村教师面对的教育客体范围较大。其一是因为乡村

教师资源的缺乏，其二是有些乡村孩子读书晚，且有辍学的

情况，这也导致了许多学生已经超出该学龄段却还在就读该

年级 [3]。其三有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存在一所农村学校有 23

个教学班，842 名学生，其中“留守子女”455 名，占学生

总数的 54.4%。因为这些特殊原因，乡村老师的基础教学工

作更加困难繁杂，而年龄的多样也迫使乡村教师花费更多时

间和精力去不断调整教学方式和处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7�教育经费投入

城市的经济优势地位决定了其在教育领域享有更多的

主动权。尽管近些年国家一直强调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偏

远山区的教育发展问题，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和倾斜

力度，但总体来说城市的教育经费投入量自然是比乡村多许

多的，而在这里我想论述的是教育经费投入的方面。城市的

教育经费投入用于：教师进修、请专家座谈、购买更加先进

的教学设备、购买新型教学软件使用权限、学生活动投入等。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的经费投入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拥

有更多且好的学习设备以及提高学习生活环境质量，并且城

市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有大部分投入高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务教育实施细则》第

三十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新建、改建、扩建所

需费用，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或

者通过其它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人民政府

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子以补助”。而乡村的经费投入则大

部分用于书本、翻修教学楼、增加教室桌椅等。其实可以很

明显对比出：乡村大部分教育经费投入其实是为了保障乡村

学生的学习。当然也有用于提升教学质量的投入，但对比起

来城市的教育教学投入不仅量多且范围大，但国家政策对能

顺利进入高校就读的经济困难学生有政策支持。为了减少对

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影晌，中国政府和高等学

校采取了“奖、贷、助、补、减”等多方面的助学措施，帮

助困难学生就学。

当然城乡之间的各方面差异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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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差异且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现状，我们提出了

教育资源整合的方法，下文将会对此方法予以简述。

所谓“城乡教育资源的去差异化”并非指在该目标计

划实施后消除所有的城乡差异，而是指在该计划慢慢适用于

城乡之间，缩小乡村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异，并在未来的教

育中慢慢提升乡村学生素质以达到城乡教育协同共进的目

标。由于师资水平、教学环境等的制约，加上现实中地理距

离的限制，我们选择了以加入互联网的方式来提升乡村地区

的教育教学质量。首先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为乡村学校教

室安装多媒体（考虑到节约成本，乡村学校可以不用像城市

学校一样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多媒体，乡村学校可以一个年

级或者是安装 5~8 台多媒体设备）。城市教师可以录制一

些背景知识拓展以及学生游戏活动的视频，乡村教师在讲到

对应的内容时可以直接播放城市教师的视频以及城市学生

的活动视频给乡村孩子们观看。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降低乡

村教师既要关心乡村孩子年龄多样化教学的同时也要准备

丰富的教学内容的压力，并且可以让孩子认为自己也接受了

他们心中的“城市教育”，这样也可以减小部分乡村学生对

于自己身处乡村的自卑感。同时，播放了城市孩子的学习类

趣味活动后，乡村学校也可以开展类似的活动，因为学生们

已经看过这类活动的流程内容及方法，他们在模仿这一活动

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自己的知识思考能力和知识储备。

同时，“互联网 + 教育”也可作用于老师，城市学校

和乡村学校可以建立一校对一校的教学分享，城市和乡村教

师可以固定时间进行视频的教学经验分享，城市教师以及名

师可以给教学经验较为不足的乡村教师提出建议以及解决

的方法。这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教师之间交流少思路少的现

状。在问卷调查中“乡村教师对于是否有意愿主动改变模式

让城乡互助更加现实”一问题中老师们也表现出了极高的

意愿。

以上是我们对方案提出的方案和措施，然而实际变化

是多变的，比如农村孩子基础差其实可以比城市学生低一个

年级来夯实基础。在调查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乡村教师

身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比起物质上的不足我们更需要长久

的去关注乡村学生的心理问题，因为相比起来物质上的不足

可以更快更有效的解决。我国也有许多慈善机构在致力于改

变乡村甚至山区孩子的物质条件。一些乡村教师认为乡村地

区的部分孩子没有城市孩子有自信，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

敢表达自己。所以我们提出“互联网 + 教育”的提案在希

望改善乡村地区学生的教育环境的基础上更希望乡村地区

的孩子内心认为他们与城市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相同的，他

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可以憧憬并且达到的未来是相同的。

8�结语

“互联网 +”教育绝不是单单对学生外在享受的教育资

源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自信和平等观念的树立和培

养。互联网 + 教育就是希望能打破城市与乡村相对割裂的

教育结构，使城乡之间处于互联互通的状态，既可以高效使

用优秀教育资源也有利于农村教育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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