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解读POLITICS&CURRENTEVENTS

7

当前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资

源短缺的问题已逐步缓解，但优质资

源短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人民群众对

优质资源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迫切。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为

解决优质资源短缺问题、满足人民群

众的迫切需要提供了有利条件。但

只有互联网还不够，还必须有好的共

享机制。只有通过创新，建立先进的

共享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

享。这既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资

源的渴望，也有利于实现教育均衡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

建立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有效机

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教育信

息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构建利

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

乡、校际差距。”其核心是“构建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

目前，移动浪潮、云平台、物联网、3D

打印等技术已经扑面而来，在这新技

术风起云涌、不断更新的背景下，中

央特别提出要创建有效机制实现资

源共享，可见“机制创新”有多么重

要。

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今天信息

技术的发展，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只能

是一句空话。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

机制保障，资源共建共享也无法走得

更远、走得更好。机制是共建共享的

重要保障，而机制创新是资源共建共

享的关键。

就机制本身我们可以作一个划

分：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

是教育系统内的各种机制（包括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教研体系的相关

制度、教师成长的机制等），外部机制

就是与企业合作的机制（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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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与教育收费管理、服务内容与收

费模式、定价管理的机制等）。

如何建立有效的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机制

正确引导是机制创新的前提。

以甘肃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改革创新

的探索——甘肃教师学苑为例，甘肃

教师学苑是甘肃省为了提高教师人

文素养而创立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现

在有30万名教师关注了它，每天这些

教师都要在上面学习和浏览。为什

么呢？因为每阅读一篇文章都可以

得到0.0625个学分，全年学习下来是

24个学分，这24个学分可以作为继

续教育的成绩记入档案。这些学习

的文章从哪里来呢？其实都是老师

们自己编辑整理的。谁的文章被选

用，谁就可以得到3个学分。转发文

章获得500个以上关注又可以得到3

个学分。最多的一位老师的文章几

天之内被转发了13万次，评论上千

条。这样，甘肃省30万名教师的资源

共建共享热情就释放了出来。

这个案例说明，在资源共建共享

机制建立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非常

重要。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各个部

分统一了起来，构建了一个继续教育

的有效机制，吸引教师把零散时间更

多地投入在这上面，把“朋友圈”优化

成为“学习圈”“继续教育圈”，既是泛

在学习，又是资源共建共享。

协作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创新

的重要手段。一个例子是甘肃的“一

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这个

活动是教育部主导的引导广大教师

进行资源共建共享的非常好的活动，

甘肃取得了全国参与率第一、教师晒

课数第三（后期第四）的好成绩。这

个成功，其实也是机制创新的结果。

天祝藏族自治县按照自己的规划创

建了不同的教研协作组，根据组员自

身的优势明确了任务分工，让每位教

师都当一至两周的主要备课人。每

个组员都参与撰写共性教案，形成一

个最终教案，然后由每位老师再根据

自己学生的情况，对最终共性教案进

行个性化修改与完善，形成个案，就

可以拿到实际教学中去用。同时每

位组员在备课流程中，积极上传与本

课相关的其他教学资源，诸如教学案

例、课件、视频、反思、图片等，也可以

与大家一起讨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与困惑。通过这一系列的集体备课

活动，最终取得了集体智慧与个性化

于一身的优质教学设计与教学资源，

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这个协

作的机制运用到“一师一优课”活动

中，出来的优课质量就高了。正是政

府各个部门构建了良好的协作机制，

以指导和服务为主，才激发了教师们

的专业热情和活力。

机制创新就是让各结构、各部分

都充分地动起来。刘延东副总理在

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探索动员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国

内外企业深入开展合作，这一思想为

我们开展共享机制的创新提供了新

的机遇。

甘肃教育移动学苑的例子，也是

一个以教育事业为生的民营企业参

与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典型案例。

甘肃教育移动学苑是甘肃省电化教

育中心与一家本地企业合作研发的

针对学校、老师、家长及学生的教育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团队整合了甘

肃的部分名师，聘请一些一线教师制

作资源、推送资源。截至2015年 11

月20日，甘肃教育移动学苑平台的阅

读量达到400多万人次，阅读次数达

到了700多万次，课程资源的阅读量

也达到了400万元以上。公司为此做

了很大投入，负责人却很有激情，他

的激情并不仅仅是看到将来的收益，

也是对教育的热爱。这样一群肯在

教育上下功夫的企业，加上政府的正

确引导，一定能够成为数字资源建设

的正能量。

政府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是资

源共建共享的主阵地。如果没有基

础教育资源平台,共建共享的机制几

乎落不到实处。建设怎样的平台,决

定着共建共享的质量。穷省办大教

育是需要创新再创新的。搞教育信

息化就要大胆地试。甘肃是一个经

济欠发达省份，更要在利用社会力

量方面动脑筋、想办法。国家“教

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为

甘肃省3000多个教学点长期持续使

用优质教学资源奠定了基础；甘肃

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也是典型的政府引导、企业推动建

设的例子。甘肃是一个穷省，截至

目前，用很少量的钱建成了“甘肃

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并且

开展了很好的应用。没钱不能等，

资源建设一天都等不起。我们的考

虑是先建设，先让学生们用起来，

等经费下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

到那时，学生已经受益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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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两个例子都是和企业深入合

作建设数字教育资源的例子，都是

机制创新带来的成果。

基于资源平台怎样开展共建共

享？基本的想法就是利用平台在县

域、市域、省域范围内教师共同进行

学科教研，围绕课题、专题、地方特色

课程、教法等方面进行共建，区域内

共享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就是建设

校内立足课堂的资源共建机制，建设

立足学科发展的区域内的资源共享

机制。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应用案

例。我们创办了甘肃第一家教育互

联网期刊，兰州五泉小学09（1）班的

师生在网络空间已经学习生活6年，

留下了他们成长的足迹。天祝藏族

自治县开展的教师网络教研将城里

教师和远在百公里之外的红疙瘩小

学教学点的教师紧紧地连在了一

起。技术的创新成就了资源的共享，

为实现教育均衡打下了基础。

构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有效机

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互联网+”的新时代，需要我们

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再造教育，而不是

以往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去辅助教育

的发展。只有将互联网的规律和教

育的规律有机结合和充分发挥，才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联网在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中的作用，才能实现互联网

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构建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过程中，

下面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平衡各方诉求，提供跨界融合的

合适土壤，实现共建共享。共建共享

其实就是目前众筹的概念，暗含了互

联网的本质特征。共建共享也是一

个发动群众的过程，一定要建立一个

平衡各方诉求的机制，把握政府、学

校、企业各自的需求点。在这个过程

中秉持共赢的思路、开放的心态，栽

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要善于吸引

那些对教育有感情、对教育有远见的

企业家投入教育。不要对企业先天

抱有戒心、抱有二心，应当要有诚心、

有信心。建立一个大家都愿意参与

的良好机制，吸引政府、企业、学校的

人跨界参与，融为一体，运用互联网

思维中的跨界融合，做好共建共享。

资源平台建设的模式要多样

化。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模式

要多样化，既要有b2c模式，也要有

c2c模式，还要有其他模式。淘宝模

式和京东模式各有价值。按照“政府

统筹引导、企业参与建设、学校购买

服务”的原则来理解，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其实就是一个中枢，既要有

自身建设的资源，也要对各企业平台

形成一个调度和统筹，形成资源枢

纽。另外，也要不断创新现有的种种

模式，没有破，就没有立。要敢于打

破现有的模式，只要是有利于共建共

享的，都要勇于尝试、善于总结。将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资源共建共

享服务的重要支撑。

共建共享既要大兵团作战，也要

有游击战作为补充。要充分发挥政

府主导作用。甘肃今年利用“改薄资

金”集中建设“班班通”教室的费用大

概是4亿多元，这4亿多元中的一部

分要用来购买数字资源。这样大规

模的集中采购，要使得全省近四分之

一的学校可以长期免费使用数字资

源。同时也要注意调动各方积极性

参与共建共享。举一个例子，中国藏

族中学网是我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民

族中学创办的一个藏文网站。网站

采用国际通用的喜马拉雅藏文字体

和先进的后台管理系统，开设了十大

板块、480多个栏目，上传课件、文本

及音视频教育教学资料2万多件。网

站的建成为五省藏区开设藏文类课

程的中小学搭建了资源共享、远程交

流的平台。借助中国藏族中学网，为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

多次承办双语课件大赛、优秀藏文作

文大赛等赛事。

应用驱动，形成“应用”倒逼“机

制”的局面。共建共享一定要站在解

决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可汗学院的

成功是典型的应用驱动的例子，为了

给小孩子补课而开创了“微课”的时

代。其实，微课的概念提出后大家都

不觉得陌生。要特别注重那些真正

有利于解决教育教学中真问题的思

路、模式，将其研究透，形成模式、形

成特色，也许这就是下一个“可汗学

院”。应用对机制的创新形成倒逼势

态，甘肃教师学苑就是一个这样的例

子。

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是一个

“去英雄”的时代，也意味着人人都可

以当英雄。蕴藏在教师们身上的力

量是无穷的，通过机制创新，使所有

的教师和学生乃至家长去建设、去应

用，政府、学校、企业，学生、教师、家

长都将从共建共享中受益。

（作者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党

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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