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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电影《天下无贼》里的这句经典台

词，对于淳安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

育主管部门而言，可以说是最大的痛

点。优良教学设备的采购和普及，对

于淳安而言虽不能说轻而易举，却也

绝非登天之难，但优质教育人才的缺

乏，却往往是乡村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普遍的难点：一方面，偏远乡村优秀教

师不愿去，专用教师也不愿待：另一方

面，乡村教师自身提升能力的平台不

够、机遇不足、渠道不多，也成为困扰

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大难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互联

网+义务教育的实施，让乡村学校的

工作迎来了久旱逢甘霖的巨大喜悦：

远程专递课堂，给乡村学校送去了其

原本没能力开设的学科和内容；教师

网络研修，让结对学校的教师共同开

展集体备课、教学诊断和主题研修活

动，提升城乡教师教学整体水平；名师

网络课堂，更是让最优秀的教学经验

能够下沉到最偏远的课堂上，充分发

挥优质学校名师示范引领作用，促进

优质资源共享。

“以前一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

去镇上学校，一个去乡下学校，两三年

后教学水平差距肯定是越拉越大。现

在通过互联网+义务教育系统，在哪

里都能学到最前沿、最先进的教学方

法和经验，和在城里、镇上的老师们一

起学习、成长，对乡村教育而言，是最

大的利好。”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樟村小学老师王琳，就在一次教

师网络研修中学到了许多经验方法：

“我本来是教数学的，因为学校教学安

排开始教授语文，内心本身就很忐忑，

深怕教不好。今年通过网络研修，和

镇上的老师学到了很多课堂管理的技

巧，以及拼音教学的方法，让我对未来

工作有了很大信心”。而英语老师俞

凤君，也在研讨过程中，学会了通过作

业积分制来激励学生完成作业积极性

的方法，并立即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

了运用。

另一方面，对于支援学校的老师

而言，互联网+义务教育也迫使他们

不断精深教学技巧、提升教学能力。

汾口镇中心小学作为与樟村小学对口

帮扶的支援方，学校老师郑红华也向

记者分享了她的感受：“这种对口帮

扶，既是给学生当老师，也是给乡村学

校的同行当‘老师’，这就无形中给了

我们很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必须不断

总结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而老师能力的提升，也提振了学

校的信心和雄心。浪川乡初级中学校

长蒋良君就表示，自己在与南山中学

制定对口帮扶教学计划时，就明确提

出要以科学课为主：“我们学校虽然在

乡村，但英语教学质量还是很好的，反

而是科学课的排名比较靠后。所以我

们希望能通过这种模式，来帮助提升

相关科目的教学理论深度，也帮助年

轻教师汲取更多对中考准备工作的经

验方法，争取来年中考取得更优成

绩！”

教师有能力，教育才有希望。通

过互联网+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

正经历由点及面、从城到村的蔓延普

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教师能

力的不断提升，和学生眼界的不断拓

展，乡村教育将不再是义务教育的洼

地和短板，而是闪耀着金色希望的发

展热土。

从城镇到山村

互联网+义务教育
开创乡村教育新希望

记者
··

杨奇
··

从繁华的都

市，到偏远的山

村，有多远的距

离？

一 千 公 里 ？

三个小时？一年

一 次 的 春 节 假

期？这样的问题，

或许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答案。但

对于浙江省淳安

县乡村小学里的

孩子们而言，答案

或 许 是 近 在 咫

尺。至少，当他们

来到学校里的多

媒体课堂，和屏幕

里远在县城甚至

杭州的老师、同学

们一起听课、讨

论、答题时，空间

上的距离早已消

弭不见。

这样的“同步

课堂”，正是淳安

落实浙江省“互联

网+义务教育”民

生实事项目的一

个缩影。而近日

当记者与淳安县

教育局工作人员

共同走进一所所

乡村小学，去体验

“互联网+义务教

育”的实践情况

时，更是感受到了

乡村教育借力互

联网后，所迸发出

来的勃勃生机和

金色希望。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在浙

江省淳安县，不仅仅是每一位父母、每

一个家庭的共识，更是全县上下用实

际行动去践行的共识。作为杭州地区

唯一的全省加快发展县，淳安的经济

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然而

正是这样一个在各方面似乎都处于

“后发地位”，需要“加快发展”的县，在

全省“互联网+义务教育”任务下达时，

却展现出了“先人一步”的工作姿态。

2019年初，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印发《“互联网+义务教育”1000所中

小学校结对帮扶民生实事工作方案》

要求，2019年全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结对帮扶1000所以上，乡村小规模学

校（学生数不足100人的乡村小学和

教学点）结对帮扶实现全覆盖，帮扶形

式及内容则包括了城乡同步课堂视频

直播互动教学，远程专递课堂，名师网

络课堂，等等。

然而，所有的设想、方法、形式，都

离不开硬件的支撑。如何在短期内凑

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互联网+义务

教育的硬件要求，这对于经济并不发

达的淳安，似乎是一个必然面临的难

题。但当记者真正踏入淳安的中小学

校园时，却着实惊讶了一番。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是因为经济

不发达，所以才更需要重视教育、发展

教育。而淳安本身就因为地理、交通

等原因，乡村小学数量多、位置偏，对

于互联网+义务教育的需求也更加迫

切。因此，早在多年以前，我们就先人

一步，开始了对全县乡村小学互联

网+义务教育的投资布局”。

据悉，在2019年之前，淳安所有

小规模学校千兆到学校的网络改造都

已完成，所有班级都配备了交互式75

英寸的电视机多媒体设备，实现了班

班通和多媒体教学的全普及。2013-

2015年，更是集中财力，对全县中小

学信息化装备进行集中采购，实现了

全县图书室电子化网络管理；所有学

校都安装了校园监控系统；所有学校

都安装了校园智能广播系统；所有学

校的办公区域都实现无线网络覆

盖......当记者来到临岐镇中心小学的

同步课堂教室时，校长自豪地告诉记

者，这个用于开展同步课堂教学，投资

达30万的教室，竟是早在两年多前就

已经投入使用的“老家伙”。

硬件这个对于淳安而言，“互联

网+义务教育”的实施，最艰难的一

步，早已跨出。

“乌龟属于什么动物？”“爬行类！”

下午一点半的浪川乡初级中学七

年级课堂上，孩子们正和老师们开展

课堂问答。然而教室的讲台上却空无

一人，问答的双方，一边在浪川乡，另

一边却在千岛湖镇南山中学。这样的

场景，也打破了记者原本对同步课堂

仅仅是“看电视”的错误想象。同步课

堂，不仅仅是简单的视频直播，更包括

了上课过程中师生交流、答题互动等

所有正常课堂上的内容。

据了解，互联网+义务教育自今

年年初开展以来，淳安县已实现38所

学校城乡结对，其中跨县结对10所，

县域结对28所。这些结对学校共开

设了268节课的远程同步课堂教学，

每所学校每周都至少要开设两堂同步

课堂教学，确保孩子们能够在大山之

中也享受到最为优质的教学资源。

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们是什么

感受呢？中洲镇樟村小学，当记者询

问二年级小朋友洪灵萱时，她的回答

令人颇为意外：“没什么感觉，和平常

上课一样的”。同样的问题，汾口镇中

心小学二年级小朋友童语菲也给出了

类似回答：“教室换掉了，但上课都是

一样上课，没什么不同的”。

学生的“无感”，无疑是对同步课

堂最大的肯定：当孩子们都沉浸于课

堂教学本身，而无视教学设备、形式和

老师的区别时，教学质量也就得到了

最大的保障。

当然，同步教学如果真的完全“无

感”也不行。实际上，同步教学对于乡

村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最大的实效就

在于让他们“零距离”的感受了千里之

外完全不同的课堂文化和教学氛围，

开拓了眼界，也结交了朋友。“樟村小

学是我们淳安地处最远的乡村小学，

孩子们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加上一

个班最多也就十几个人，孩子们相对

比较内向，课堂氛围和镇里小学是完

全不同的”。校长介绍道。而洪灵萱

小朋友也对记者吐露了她在上完同步

课堂后最大的印象：“他们的小朋友，

读课文都特别大声，然后举手都很积

极、很端正，不像我们，都软绵绵的”。

相信随着同步课堂的深入开展，

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会引导孩子

们进一步的改变、提升，也引领着乡村

教育不断向前、进步。

提升：

教师有能力
教育有希望

教育：后发县的先行一步

普及：同步的课堂“无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