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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researched the date of the "China Education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Information Yearbook," published in the data analysis. The author states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will be 
accompani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to diversify. Which brought the 
area of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complex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 use of complex information in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way or not, will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gap, due to this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 selection diversity, the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educational need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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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从信息

化发展角度，认为我国各地区间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将伴随着信息化发展趋向多样化表现。其

中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区域复杂信息量，对复杂信息的利用方式的科学合理与否，将引发新的教育

发展差距,导致有关的应急管理模式选择多样化，需要日益多样化教育应急管理模式探索。 

【关键词】应急管理；教育差距；区域教育信息化 
 

1. 引言 

互联网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学习革命促进信

息飞速传播。多媒体在线课堂、数字化实验室、远

程网络教学、E-book、新媒体招生广告发布等等，

引发创新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带来新式的具有爆破

力的社会突发事件传播效应。教育的个性化、社会

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在加速。教育领域突发事

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扩大。我国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严重不均衡导致教育发展区域不平衡问题已

成为政府、社会关注的热点。教育差距的关键因素

之一在于区域间信息化发展不均衡。分析区域教育

信息发展不平衡现状，认识教育发展不均衡实质上

内联着信息发展不均衡，以此导致社会突发事件频

发。为更好地加强教育领域突发应急管理，探索新

的教育管理模式。本文将以基础教育为例，就信息

化与教育差距与日益需要的教育领域突发应急管

理之间关系进行初浅的分析。研究目的在于探索适

合现实社会文化发展的教育应急管理模式，更好地

预测和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面向现代化发展的现

实需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概述 

2.1 信息化与教育发展差距分析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选原始数据均取自 2000 年至 2006
年公开出版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信息

年鉴》。从中选取了有关基础教育发展和信息化普

及率方面 11 项指标所发布的窗口统计数据进行测

算。采用窗口统计数据分析有助于认识我国区域之

*本论文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面上项目（批准号：70573059）资助研

究成果。本研究项目主持人李钢教授对资助方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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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化与教育发展差距的相关关系。 

2.2 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采用了 4 种有关差距的统计分析方法；分

别为：（1）线性相关分析法；（2）极差分析法；（3）
环比率方法来测算一定长时段内变量增长速度；

（4）标准差分析法以计算数据分布离散程度。如

此选择统计分析方法旨在比较客观全面多角度认

识信息化与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 

3 基础教育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差距的特征 

3.1 学校数减少引发学校布局调整问题 

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总体

看，采取教育政策调控集中了教育资源，教育信息

聚合功能加强，中小学校数量在减少，多元化主流

信息教育方式变得单一化。学生数量在逐年差异性

稳步增长。由于教育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在下降，

这些地区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

紧迫问题。 
2001 年～2005 年间我国普通中小学的学校数

量从 2001 年的 571705 所减少到 2005 年的 444190
所，总体逐年呈现减少趋势。伴随着学校数量减少，

学校的承载能力在增强，“名校效应”在扩大，校

中校，网校，分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优质教育

资源竞争所引发的择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学校的安全、校园突发事件防范应急管理成

为政府公共事业管理中重大社会有影响力的议题。 

图 3-1（Figure 3-1.）2001、2004、2005 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学校承载力与信息化相关性 

 

3.2 信息化影响学校承载能力和毕业率 

如图 3-1，图 3-2 所示，信息化在提升中小学校

承载能力的同时，网络文化开始影响传统的教育模

式，促进信息化教育改革对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提高毕业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新课改的实施方案中

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网络使用知识教学，与日新月异

的 IT 文化发展相比较，有关的信息化教育亟待加

强。 

3.3 与时俱进调整信息化教育理念利于提高学校

应急管理能力 

从图 3-2 所示毕业率与信息化相关性关系看，

在普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初级阶段，信息化教育可

以促进教学方式改变，提高学生毕业率。随着信息

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由于政策调整财力投入的变

化因素，出现“单峰投票”信息不对称现象，学校

会固守旧的教学方法不能适应信息发展新的需要

而导致学生对传统知识教学方法产生识别疲劳或

“审美疲劳”，如此效应累积会影响到学生对于主

流课业知识的认知。结果导致毕业率下滑。这就如

同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普遍面对突发的艰苦条件时

忍受力下降一样，采取建构主义的教育理念，探索

引入新的学习理论，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学生学习

质量，提升学校的应急管理能力，均成为现阶段城

市教育发展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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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Figure 3-2.）中小学学校学生毕业率与信息化发展的相关关系图 

 

3.4 加强专业化教师培训促进信息传播提高校园

突发应急处置能力 

由图 3-3 师生比与信息化相关性来看，信息化

促使教师规模扩大，其东中西部 2005 年环比增长

速度 3.15%、3.93%、2.08%比 2004 年有较大提高。

但专任教师随着中西部地区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

以及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出现专业师资紧缺。信息

化下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出现了结构性转变，补充教

师中能够应用信息技术解决突发问题进行应急管

理的专业教师稀缺。在教育不发达地区，一旦发生

校园内部突发事件，结果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酿

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路径选择至关重要。满足

信息化条件下扩大专任教师队伍的需求，是通过内

部系统化培训，抑或是外在引进人才来积累教育信

息化人力资本规模，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需要具

2001～2005年区域学校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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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合实际来实行有效的政策针对性调整。 
东部地区的专任教师环比增长速度相对平稳

减速，从 2004 年的 0.19%降低到 2005 年的 0.09%，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仍然保持着以扩大规

模促使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粗犷经营方式，其中西部

地区专任教师队伍环比增长速度从2004年的0.36%
增长到 2005 年的 0.40%。西部地区绝大多数信息化

发展较匮乏，仅仅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加快教育信

息化步伐难以实现，现阶段只能以引进大量信息化

教师队伍来完成现代基础教育信息化初步建设。 

 
图 3-3（Figure 3-3）2001～2005 年我国东、中、西部普通中小学师生比 

 

3.5 利用优质教育信息资源提高教育决策能力和

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1999 年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10 年来，作为

国家教育政策宏观调控促进的信息化均衡发展，促

进了不同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向均衡布局方向发展。

图 3-4 表示了中小学专任教师比逐年分区域极差率

的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全国东中西部地区之

间的专任教师比例差距在缩小。这是西部大开发战

略实行科教优先政策及相关中央财力持续支持的

结果。目前需要进行后续政策持续支持，以稳固西

部大开发前十年的成果。然随着中西部地区城市化

发展流动人口格局变化，基础教育进入突发应急管

理的高峰时期，需要引入知识管理，转变信息化管

理方式，尤其要注意对师资流失、教育发展规模速

度和生源质量进行及时的监控。 
 

图 3-4（Figure 3-4）2001～2005 年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比区域极差率 

图 3-5（Figure 3-5）我国区域基础教育发展测度指标 2001～2005 年标准差分布 

 

    如图 3-5所示，我国在 2001年至 2005年基础

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差距正在扩大，原因在于信息技

术发展所遵循的基尔法则和摩尔定律导致信息发

达地区教育发展速度愈快，信息不发达地区教育发

展速度缓慢，两者差距拉大。教育应急管理需要注

意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影响。 

4．结论与探讨 

4.1 信息化发展不均衡将会影响教育发展速度影

响教育领域突发应急管理方式的选择 

面对日益频发、形式复杂、涉及面广、社会影

响大的教育领域突发事件，是选择“一堵、二捂、

三被动”的说辞来搪塞敷衍，或者执保守态度违法

封闭信息被动处置；或是积极主动利用互联网信息

传播规律，采取开放科学民主的方式，以先进的话

语权和客观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处置问题，避免

事态扩大，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建设适合

实际的应急管理预案和管理模式，更重要的是加强

营造开放宽容比较透明的信息流通环境。以客观公

正赢得应急管理措施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 

4.2 基础教育信息化师资培训需要加强 

信息化发达程度高低，取决于区域基础教育发

展水平高低。加强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投

入，加强中小学校教师应用计算机网络能力的培

训，对于提高中小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

力，有针对地应急管理方式的优化选择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我国普通中小学区域师生比例

0.000

0.020

0.040

0.060

0.080

0.100

师
生
比
（
人
）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0.070 0.071 0.073 0.074 0.077 
中部 0.054 0.054 0.055 0.056 0.058 
西部 0.056 0.056 0.057 0.057 0.058 
全国 0.062 0.062 0.063 0.064 0.066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1～2005年我国专任教师比区域极差率

1.081

1.075

1.082

1.081 1.081

1.070

1.072

1.074

1.076

1.078

1.080

1.082

1.084

极
差

率

极差率I 1.081 1.075 1.082 1.081 1.081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各省市自治区指标标准差分布

0.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标
准
差

基础教育学校数承载能力
（万人/所）

毕业生占毕业班人数比例
(%)
基础教育师生比(人)

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数比例
（%）

师生人均教育及辅助用房
（平房米）

师生人均计算机（台）

师生人均图书量（册）

师生人均电子图书（片）

师生人均固定资产（万元）

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各地区6岁即6岁以上受教育

程度人口比例（%）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2010

978-1-935068-34-1 © 2010 SciRes.165



 
 

 

 

 

4.3 有关教育信息化制度建设亟待需要立法保护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通过的《教育法》、《高等

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条文中均

没有就如何利用信息，加强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和

教育领域涉及自身利益信息的知情权、知识产权、

提取和使用信息的合法权益进行明确的保护。随着

新技术革命的不断进步。有关信息传播的形式和途

径愈加复杂多样化，加强信息传播的法制建设，建

立健全相关的教育信息法律体制亦将成为未来教

育领域应急管理制度建设非常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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