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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远管理 ”指农远管理人员通过对农远工程设备、资源和过程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及监督
来优化其组合和运作�以提高系统整体功效、实现工程目标的一种活动�包括农远资源管理、农远过程管
理以及农远评价。针对西部地区 “农远管理 ”的现状�对参加甘肃省2007年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项目培训的第7、8期的老师进行了调查�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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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逐步推进�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管理 （以下简称 “农远管
理 ” ）成为农远工程继续推进、保持农远效益可持续发
展急需探讨的领域。 “农远 ”工程以3种模式向农村
中小学全面推进�3种模式其实就是3种技术配备方

式 ［1］�“农远 ”工程的实施是教育技术领域的一件大
事�“农远管理 ”是教育技术管理的一个崭新的子领
域。本文在借鉴教育技术管理含义及内容的界定�在
明确 “农远管理 ”的含义及内容基础上�设计了 “农村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管理问卷 ”�针对西部地区 “农远
管理 ”的现状对参加甘肃省2007年农村中小学现代远
程教育项目培训的第7、8期的老师进行了调查�并就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2　 “农远管理 ”的含义及内容

教育技术管理是教育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范畴之

一�是教育技术专业人员通过对教育技术资源和过程
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及监督来优化其组合和运作�



以提高系统整体功效的一种活动�包括教育技术资源
管理、教育技术过程管理以及教育技术评价3个子范
畴 ［2］。
2．1　 “农远管理 ”的含义

“农远管理 ”指农远管理人员通过对农远工程设
备、资源和过程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及监督来优化
其组合和运作�以提高系统整体功效�实现工程目标的
一种活动。此界定揭示了 “农远管理 ”的基本特征：

（1）“农远管理 ”的功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监督等。

（2）“农远管理 ”的主体。各级管理人员�包括省、
县级管理部门的人员和项目学校的管理人员。

（3）“农远管理 ”的客体即对象。农远的各个方
面�包括设备、资源和过程。

（4）“农远管理 ”的目标。提高系统的功效、实现
工程目标。工程目标是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教育工作的决定》（下文简称 《决定》）提出的 “促进城
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 ” ［3］。
2．2　 “农远管理 ”的内容

“农远管理 ”是教育技术管理的重要领域�参考教
育技术管理内容的分类可以将 “农远管理 ”的内容分
为农远资源管理、农远过程管理以及农远评价3个方
面 ［4］�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农远管理 ”的内容体系
　　针对以上 “农远管理 ”的内容体系�作以下说明：

（1）农远资源管理、农远过程管理以及农远评价
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并列关系。农远资源是在农远
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农远过程是使用农远资源的过程；
农远评价是为了实现提高系统功效的目标而贯穿于农

远资源管理和农远过程管理的始终。
（2）以上 “农远管理 ”的内容体系只是一个粗略的

划分�并不代表上述划分已经穷尽 “农远管理 ”的各个
方面。如农远硬件资源管理可细分为设备器材管理、
教材管理、用房设施管理等；农远软件资源管理可细分
为光盘资源管理、计算机课件管理、网络资源管理等；
农远潜件资源管理可细分为组织管理、人员管理、信息
管理、资金管理等。

（3）相关概念阐释。农远资源管理是指工程设备
安装完成后�项目学校对工程设备及其资源使用的管
理；农远工程实施管理是指在工程设备安装过程中的
管理；农远教学管理是指教师利用设备进行教育教学

时的管理；农远人员管理是指农远管理中涉及的人员
的管理�目前主要是项目学校的管理人员和学科教师；
农远资金管理是指对中央、地方和学校投入该工程的
资金使用的管理。
3　 “农远管理 ”的意义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资巨大�覆盖面
广�涉及人员众多�由于体制、资金、技术等诸多方面的
原因�探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有效管理
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3．1　 “农远管理 ”是指导农远实践的需要

农远实践领域存在着许多管理方面的工作�如传
统的设备器材管理、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的管理�又如
最新发展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项目管理及绩效管理
等。但这几年来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重视新技术新设
备的引进�而忽视科学的、规范的管理�造成资源的闲
置和浪费。因此�加强 “农远管理 ”就是解决当前农远
实践中存在问题的首要途径。
3．2　 “农远管理 ”是实现农远目标的重要保障

农远工程要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持久发展�实现
《决定》提出的 “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
村教育质量和效益 ”目标�管理是基础。通过最优计
划、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使用�达到最优管理�保
证 “设备天天用、教师人人会、学生个个学 ” ［5］�才能逐
步实现 “共享－应用－提高 ”的目的。

“农远管理 ”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都在不断的摸索
中前进�我们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战略意义�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加快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
设和应用的步伐。
4　当前西部地区 “农远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

“农远 ”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农远管理 ”
的涉及面非常广泛�“管理模式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
段 ” ［6］�所以本次调查选取 “农远管理 ”的几个侧面进
行�主要包括设备及资源管理、资金管理、人员管理、教
育应用管理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5份�收
回96份�其中无效问卷8份�有效回收率为91．67％�
数据统计分析利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2003。
4．1　缺少专门的管理技术人员

调查显示�有61．37％的学校没有专门的管理维
护 “农远 ”设备的教师或技术支持保障小组�另外有12
位被调查教师在回答开放性问题 “贵校在’农远管理’
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时特别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其
他有专门管理维护教师的学校�这些教师也只是兼任
而非专职�并且这些兼职管理人员的水平、经验、操作
等都是困扰学校的问题�甚至许多学校教师工作忙�根
本无暇顾及 “农远 ”设备的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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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无事故�但设备闲置与浪费
在回答 “贵校老师能否自主管理本校农村中小学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设备 ”时�大多数学校的老师认为
本校老师 “基本可以 ”自主管理本校的 “农远 ”设备�
（见图2）�而且84．09％的学校建立了 “农远 ”设备资
产登记簿�各校的 “农远 ”设备及安装房屋也没有出现
过像其他地区学校类似的丢失、雷击、火灾等事故�只
是个别学校有损坏 （6所 ）、房屋漏水 （1所 ）、电压不稳
定 （1所 ）等事故 ［7］。

图2　农远设备管理的自主性程度
　　在与培训老师的访谈中�这些民族边远地区的教
师�都是该校第1个参加 “农远 ”培训的教师�之前 “农
远 ”工程设备安装完成以后�大都是 “刀枪入库 ”�个别
年轻老师只是摸索计算机�而很少应用到教学中去�模
式1（电视＋ＤＶＤ）成了歌曲、电影播放室；模式2（模
式1＋ＩＰ卫星资源接收系统 ）成了打印室、游戏室�造
成了 “农远 ”设备的闲置、“误 ”用及浪费。
4．3　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关于 “农远管理 ”制度的调查中�制定了制度的
占51．14％�未制定的占48．86％�但从有些老师列举
的制度中可以发现�这些学校所谓的 “制度 ”只是一些
零碎的规定�如操作人员必须登记、做好使用记录、定
时或不定时让学生观看、设专人管理机房等。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 “农远 ”项目正处于应用的
起步阶段�制定管理制度是取得良好效益的重要保障�
目前许多学校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如 “校本培训制度 ”、“光盘播放制度 ”、“管理人员职
责 ”、““农远 ”设备使用制度 ”、“资源下载制度 ”等 ［8］。
4．4　资源管理情况令人担忧

“农远 ”工程的目标是 “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 ”�但在对 “农远 ”资源管理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将近
一半的学校没有下载资源�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没有下载资源 ”�就没有 “资源共享 ”�更谈不上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 ”。负责培训的兰州电化
教育中心的教师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培训主要是让学
员建立资源目录�但需要反思的问题是：①由谁下载资
源。每个学校 “各自为战 ”�还是以乡或县为单位统筹
下载？②下载什么资源。每个学校下载 “农远 ”提供
的所有资源�还是有选择的下载？农村党员远程教育
资源怎么下载？③资源如何管理。每个学校都建立自

己的资源库、光盘库�还是只建立资源目录？

图3　 “农远 ”资源管理情况
4．5　教师使用积极性不高

在鼓励教师使用 “农远 ”设备方面�被调查的许多
学校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是 “教师自愿使用 ”�
其他学校除采用一直以来被广泛应有的 “优质课或公
开课 ”方式外�最近几年兴起的 “校本培训 ”是一种很
好的途径�（见图4）。但学校本来就缺乏管理技术人
员�“教师的计算机水平低、操作也不行 ” （被调查老师
语�下同 ）、“教师应用素质和技术跟不上�全体教师掌
握利用还存在一定困难 ”�所以校本培训也很难实施。
而且参加过培训的老师少�再加上评优选先的 “考试 ”
这个指挥棒、教师课业较重�也就是说在自愿使用的情
况下老师使用 “农远 ”设备的积极性不高。

图4　 “农远 ”应用管理情况

5　解决西部地区 “农远管理 ”问题的对策
关于 “农远 ”管理�有学者提出了 “以县为主农远

支持服务体系 ” �但我国西部地区的基本特点是民族
众多、地域广袤、人口稀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牧区�
一个乡内的学校往往相距较远�还存在许多教学点、寄
宿制中小学�所以 “以县为主 ”不一定适合解决上述西
部地区 “农远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以下对策是针
对小学 （本次被调查的老师80位来自完全小学�8位
来自不完全小学 ）“农远 ” （即模式1和模式2）且基于
学区中心 “农远 ”管理模式提出的�具体管理体系有待
日后进一步探索。
5．1　配备管理技术人员�为全区提供维护服务

尽管在 “’农远’由谁来管理？”这个问题上�
54．55％的教师认为 “学校自己管理 ”�而认为 “学区统
一管理 ”和 “县教育局统一管理 ”的各占 18．18％、
27．27％。但目前在一所完全小学只有7、8名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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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每所学校增加1～2名专职管理人员或技术
人员时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而以乡镇为单位配
备专门的管理、技术人员是可行的。作者曾走访个别
甘肃省农村小学�发现各学校之间以学区为单位联系
较为紧密�而且乡镇中心小学对各村小学具有直接的
领导地位�所以学区管理技术人员可以更及时、机动地
为各学校提供维护、管理服务。
5．2　学区统一制定基本管理制度

就如学区统一制定 “作息时间表 ”一样�学区总结
各学校已经起步的 “农远 ”管理制度建设�统一制定一
些基本的制度�如 “农远 ”设备使用制度、“农远 ”资源
收视及下载制度、“农远 ”培训计划及制度等�使 “农
远 ”管理逐步走上正轨。

另外�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 “农远 ”设备闲置、
“误 ”用及浪费等问题�学区统一制定一系列管理细
则�如每个年级使用时间的规定、每个教师使用次数的
规定及奖励、设备事故问责制、设备耗材及资金登记
等�减少诸如此类问题的一再出现。
5．3　协调资源下载�互通有无�结对帮扶

“农远 ”模式1的学校只有 “电视机＋ＤＶＤ”�所以
需要不断的有人提供光盘资源；模式2的学校只能接
收ＩＰ卫星资源�而不能上互联网�所以希望 “尽快完成
模式3的配备 ”。不完全小学由谁来提供源源不断的
光盘资源？完全小学由谁来提供最新的网络资源？学
区应协调各学校下载不同类型的资源�建立学区资源
中心－－－光盘库、课件库、网络资源库等�各学校间互
通有无�完全小学与不完全小学建立一对一帮扶等措
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5．4　鼓励教师积极运用 “农远 ”设备

管理的目标是提高效益�让老师动起来�设备用起
来�可以在全学区范围内进行 “农远 ”设备使用 “示范
课 ”�模式1、模式2可分别进行�把一些优秀的课例整
理推广；开展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以及区内培训�全面
铺开应用范围�并通过设立 “示范校 ”进行观摩交流。
6　结　语

以上针对 “农远 ”模式1、模式2项目学校的管理
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措施也可以推广到模式3的学
校�如建立县级资源中心、模式3的中学与模式2的小
学结对帮扶、设立模式3“示范校 ”或全县模式1和模
式2“示范乡 ”�这就需要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协调了。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1］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网 ［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ｏｏｙａ．ｃｎ／Ｉｎ-
ｄｅｘ．ａｓｐ．

［2］　马启龙．教育技术管理的名称、概念及内容 ［Ｊ］．中国教育技术装
备�2008（1）：15-17．

［3］　教育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 ［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ｃｎ／
ｌｉｓｔ5＿548／20060323／ｔ20060323＿157425．ｓｈｔｍｌ．

［4］　孙祯祥�章苏静．现代教育技术管理学 ［Ｍ ］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7：12-16．

［5］　杨改学．现代远程教育 ［Ｍ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98-
101．

［6］　杨晓宏�贾　巍．以县为主的 “农远教 ”支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Ｊ］．中国电化教育�2007（8）：25-28．

［7］　沙凤林�于桂洪．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后时代建设运行
维护与管理应用问题研究 ［Ｊ］．电化教育研究�2006（1）：77-79．

［8］　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ｅｔｃ．ｃｎ／ＸｉａｎｇＭｕ．
ａｓｐｘ．

（上接第147页 ）
性实验室既是时间与空间的开放�也是仪器设备与实
验项目的全面开放�这样使学生有更多的动手操作机
会�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4）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生化仪器管理小组的综合
素质水平�在生化技能比赛和开放性实验教学中发挥
重要作用。生化仪器管理小组主要由大三的学生组
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定期进行仪器使用专业培
训�主要负责开放性实验仪器室的仪器正确使用和实
验室的安全管理。

通过实验技能大赛�学生可以学到许多实际应用
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通过这
些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推进素质教育�以培养竞争型
的复合创新人才�主动迎接21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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