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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 project, which is a key development focu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the 
problem	of	uneven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uneven	software	and	hardware	
settings in schools; the second is the imbalance i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selecting a balanced allocation plan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By us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ata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an be collected,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be managed,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an be reasonably evaluated. Ultimately, the physical isol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and regions can be broken, achieving the shar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regions,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education.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educational resource sharing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选择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吴德操

重庆理工大学，中国·重庆 400054

摘  要

义务教育中国重点发展的国民素质提升战略工程，但是存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学校软
硬件设置的不均衡；二是师生素质的不均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选择决策
支持系统。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对教育活动实施情况数据进行采集，对教学活动进行管理，对教学效果进行合理的评
价，最终打破不同学校、不同地域对教育资源的物理隔离，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校级和地域之间的合作，促进整体
教育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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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提升全民接受教育的综合水平，中国大力推广九

年义务教育。尽管覆盖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的全体学

生，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1]。为了打

破这种不均衡局面，需要构建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对资源的动

态调用。同时，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打破不同学校、不同

地域对教育资源的物理隔离，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校

级和地域之间的合作，促进全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 [2]。

2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分析

中国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均

衡、历史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这种不均衡发展导致

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差异化问题 [3]。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与差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2.1 学校软硬件建设水平存在差别

当前，中国各级中小学校的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

模式：第一种是完全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第二种是完全来自

私人赞助与支持；第三种是前两种模式的融合。无论是哪种

模式，由于经费数额的差异，必然会造成相关学校的软硬件

建设水平存在代差。作为教学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软

件和硬件的不同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较为

轻微，但是仍然属于教育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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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校师资力量分布存在差距
师资力量分布存在差异性，这在教育领域中是普遍存

在的现象。一方面，教师选择学校，必然会综合考虑薪资待

遇、福利、升职平台等因素；另一方面，学校选择教师，会

设置入职和考核标准，对教师择优招聘甚至通过末位淘汰进

行分流。此外，不同条件的学校、不同的招生政策规定会对

学生入校产生影响。由于是义务教育，普遍取消了入学考试，

但是会要求学生就近入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同

一学校的学生素质之间产生了随机性差异。教师与学生之间

存在的差异，必然会对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结果产生影响 [4]。

2.3 学校教学评估标准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
对教学效果开展评估，是提高教学质量、形成教学环

节闭环的关键。当前，对义务教育进行教学评价，一般是以

区县、市为单位开展的，在特定地域内采用统一的标准。由

于学校之间、师生之间差异性的存在，采用同样的标准进行

教学效果评价必然存在不公平性。但是，如果教学效果评价

标准之间存在区别，很有可能会产生营私舞弊、评价结果失

去公信力等问题。

3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意义

3.1 对教学活动进行精准摸底
为了消除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需要对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采集、统计和分析。基于教

育教学数据构建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决策支持系统，对教

育教学数据进行存储维护，通过建立数学统计模型分析教育

机构的人员分布、教育资源配置、日常教学活动等，从中提

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内容以及变化规律，对义

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科学决策的数据支持。

3.2 提升教育教学活动的工作效率
受限于各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效果考核标准的

多样性，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效率难以采用有效的办法获得

提升 [5]。基于教育教学数据构建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决策

支持系统，可以从根本上减轻教育管理者的工作负担，提高

管理效率，提升决策质量。

3.3 完成义务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转型
中国积极构建教育信息化战略发展框架，力求通过信

息技术的综合运用实现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提升教学效

果。但是，受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很多地域中教育信

息化建设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基于教育教学数据构建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对教育教学资源进

行动态调整，对教学计划进行多人协同修订与完善，对教育

内容实现在线共享。

4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决策支持系统设计

4.1 决策支持系统总体架构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案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目标，是

通过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各类数据的全面采集与动态管理，分

析数据中的变化规律，利用对规律的掌握实现对资源的均衡

化调配。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决策支持系统总体架构

4.2 数据采集与分析分系统
数据是开展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为构建决策支持系统

提供了底层逻辑支持。为了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要采

集的数据资源包括以下几类：①师生基础信息数据，包括教

师和学生的年龄、学龄、文化程度、年级分布、历次考试成

绩等；②教学环节活动记录，包括教学课程名称与安排、教

师教学记录、学生考勤记录、教学事故记录等；③教学环境

记录，包括教室分布、教室排课与使用、教室温湿度变化、

教室维修记录等。

对这些数据利用多样化的手段和器材进行采集。①对

于师生基础信息数据，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依靠人工进行

采集和统计。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实现对基础信息数据类型

的全覆盖。定期组织全体师生填报调查问卷，对新入职人员

的信息及时进行更新，对错误信息进行修订。②对于教学环

节活动记录，采用师生主动申报和学校安排专人巡查的方式

进行采集。将课程安排相关信息组织学校教务管理人员进行

报备，提供在线申报和修订模式，一旦出现课程变化及时进

行动态调整。及时组织教师将课程实施安排自主输入到数据

采集与分析分系统，完成对教务管理人员录入信息的校正。

③对于教学环境记录，采用智能化传感器来采集相关数据。

在教室内建立温湿度传感器，按照合理的空间间隔分布。建

立数据库，实时记录监测到的温湿度数据。同时，将温湿度

数据变化情况与中央空调和温度调节装置关联，根据季节变

化设置合理的阈值，一旦超过阈值就给出中央空调和温度调

节装置的启停信号，控制这些装置自动打开或者关闭。

数据采集与分析分系统的组成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据采集与分析分系统组成结构

4.3 教学活动管理分系统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教学活动可以借助线

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管理分系统的内容，

主要包括线下与线上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两部分。

4.3.1 线下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受限于空间条件，线下教学活动主要在学校里进行。

围绕义务教育的课程设置，线下教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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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一是主业教学管理，围绕学科设置构建相关教学模块，

在学校内部实现“大课程”教学。“大课程”教学的根本出

发点是构建自主选课系统，根据课程教学目标供学生自主选

择授课的老师。对于选课人数较多的老师，利用数据采集与

分析分系统中教学环节活动记录模块，动态调整大空间的教

室，并提前向学生发布；对于选课人数较少的老师，分配小

空间的教室，同时安排专人对授课情况进行检查，确定是否

是因为老师教学方法不对影响了选课率。二是辅助资源管

理，对教室的使用情况、学生的选课情况等进行动态统计，

根据统计结果及时安排教室，既便于师生使用，又避免资源

浪费。

4.3.2 线上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线上教学活动，主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打破校级之

间的物理隔离，实现不同地域内的资源共享。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将各个学校的优势课程制作成公开课，以声音、

图文并茂的形式存储在互联网上。不同学校之间打造网络数

据共享平台，对数据库中存储的教学资源进行实时调取。学

校内部将调取的数据资源向全体师生开放，师生既可以在用

户端自主访问，也可以采用课堂播放的模式进行集中教学。

教学活动管理分系统的组成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教学活动管理分系统组成结构

4.4 教学效果评价分系统
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教学效果评价，制定的评价方案

需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教师教学环节的评价，包

括评价授课态度、教学质量、对学生的督促、班级考试成绩

等。其次是对学生教学环节的评价，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习积极性、独立思考能力、自我约束能力等。最后是对资

源综合利用效果的评价，包括对学校资源支持的认可度、对

学校提供的学习氛围的认可度等。

为了获得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结果，开展教学效果

评价时需要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统筹分析所有参与

方的评价结果。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环节评价，由学校组

织教务管理专家实施，制定科学的条目进行量化打分。对于

资源综合利用效果的评价，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其中，采用量

化打分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既要利用定量的方法获得

准确的评价结果，还需要结合全体师生的使用感受对学校资

源的使用给出充分的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分系统的组成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教学效果评价分系统组成结构

5 结论

论文分析了当前存在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和原

因，阐述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对教学效果促进和教育质量提

升的重要意义，利用信息技术设计了资源调配的决策支持系

统。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在线动态调整各种教学资源的

配置，实现资源跨校和跨域共享，为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

实现区域教育水平协同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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