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 朱江淼 校对 李鹏程

1月 18日，叶县教体局电教馆，老师们和工作人员正面

对电脑忙碌着。“疫情原因提前放假，为了丰富学生寒假生

活，局里要求我们组织五育资源供孩子们选择使用。这是

在审核资源内容，通过后就会放在叶县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学生在家通过电脑就可以收看学习。”馆长李飞说道。

曹记军、张丽丽等人是叶县天业仁和信息化教育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是叶县与中标企业河南天业仁和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浪潮软件公司共同成立的，负责叶县

县域教育信息化平台的运行和维护。

“叶县县域教育信息化平台的建成和投用，是叶县为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而探索出的创新举措，平台能让优

质资源普惠到每一所学校，此举全市唯一，在全国也属领

先。”叶县教体局局长任跃伟自豪地说。

实现教育均衡，“逼”出县域教育信息化
建设项目

刘东华学校是叶县常村镇一个普通的教学点，也是叶

县最为偏僻的教学点之一，有两班 42 名学生，有教师 2
名。陈清峰是体育老师，也兼职教语文、数学等课程。“即

便如此，小学应该开的美术、音乐、品德等课程也开不齐，

根本没这个能力。”校长阴启印无奈地说。

位于河南省中部的叶县属农业大县，总人口约 89 万，

有中小学 383 所，教职工近万人，在校生 17 万余人，绝大多

数学生在农村，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县。城乡教育发展不

均衡、优质教学资源缺乏，尤其是偏远农村的薄弱学校和

教学点，师资力量弱、办学水平不高……

城乡教育不均衡，导致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城里

的学生越来越多。为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各级政府、各部

门及叶县县委、县政府都在积极努力。李飞在电教馆工作

长达三十年，他说，自 2013年开始，国家及地方政府就开始

了关于农村学校的改薄（改造薄弱学校）工作，仅国家每年

配套的资金都不下 300万元。

“然而，越改越薄。”李飞苦笑道。由于改薄是分批实

施的，而信息化设施更新快，往往 3-5 年就淘汰了，所以后

边改着前边的设备就被淘汰了，出现了边建边废的尴尬现

象。再就是，由于设备采购不统一，导致设备品牌型号不

统一、系统应用不统一，影响了设备的统一使用，导致优质

资源不能共享。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教育均衡

是国家下达的“硬核”令。2018年，叶县的城乡教育均衡工

作被逼到了“墙角”（2020 年，全省必须全部实现城乡教育

均衡）。此时，叶县也制定出了教育复兴的规划，要复兴，

就必须踢掉城乡教育不均衡的“拦路石”。

2017 年底，叶县组织相关人员到湖南及我省多个地

方学习考察，县委、县政府经过科学论证、征求意见，决定

创新思路采用 PPP 模式，投资 1.512 亿元，引进具有教育情

怀和强大运营能力的社会资本方——河南天业仁和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和浪潮软件公司，上马叶县县域教育信息

化整体建设运营 PPP 项目，让全县实现“三通两平台（宽

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学习空间人人通和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让城乡学

生同上一堂课。

为将信息化真正落到实处，项目一开始，叶县就实施

顶层设计，引进有技术实力的浪潮软件公司作为技术支

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9 年 8 月，该信息化平台建成，

教育信息化覆盖到了每所中小学（教学点）的每一间教

室。

记者在刘东华学校看到，该校班里都有多媒体，打开

手机输入账号和密码就能收到满格信号，老师用多媒体讲

课时视频流畅。“我们的平台采用裸光纤技术，100 多个服

务器全部集中在联通公司，城乡学校的设备全部为华为

产品，平台实现有线和无线信号全覆盖。”李飞说。

创新应用模式，确保信息化平台项目“好用”

2021 年 12 月 24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到叶县第

二实验学校调研。老师们普遍反映现在备课“轻松”多了，

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原来，他们备课的相关资料，县

域教育信息化平台上都针对性地存有两到三套备选。“减

少了选择的烦恼。”河南天业仁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夏景奇汇报道。

叶县教体局副局长李延伟说，备课资料通过百度等搜

索，可以达上百个，一是老师没有足够时间选择，再就是也

不一定会选择出最适合的材料。他举例道，尽管北京、上

海等地教学质量高，但我们的老师若选用他们的教学方

式，一是本土化弱，二是校情、班情、生情的差异可能会导

致资源“水土不服”。

叶县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团队结合叶县实际，会

针对性地给出相关资料，为老师工作精准“减负”。

叶邑镇辛庄学校的李峰老师再有几年就退休了，他在

上数学课时也能熟练使用平台，随着他转动手势，立体图

形就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这个平台直接打开就能用，

随着手势就能显现所要的效果，真不错。”他说。

各个学校均备注有 4006003609 这个电话号码，这是

平台的客服电话。如果有平台异常、网络不畅、老师不会

操作等问题，均可以打该电话，工作人员会及时通过电话

指导、后台操作、远程协助、现场处理等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不怕平台不好用、不会用。”洪庄杨镇高庄小

学校长高小乾说。

“精准推送、简单易用、高效维护，我们通过应用模式

的创新，确保信息化平台因好用而提高使用效率，这也是

我们县顶层设计的又一效果。”李延伟说。

再好用的东西，如果束之高阁，不但形成浪费，更可能

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初衷相悖。为此，叶县在建设这一

平台之初，就创新谋划了使用及维护模式。叶县以发投公

司参股的形式与建设公司合作组建 SPV 公司，负责平台的

运营及维护。为确保平台公益性质不变，发投公司（代表

叶县政府）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另外，SPV 公司根据需求提

供相应运营服务，做好软硬件维护及使用培训工作。县教

体局负责绩效考核，制定量化指标，根据考核结果向 SPV
公司支付费用。

“于是，我们需要创新性地完成各项指标考核。”夏景

奇说。

为了保障平台的良好运用，该公司在教学资源上不仅

准备了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的大量内容，并且成立了专业

团队，结合叶县实际进行本地化资源的建设与开发，为老

师们提供精准的资源推送。

2021 年 1月 29日，河南县域经济网曾刊登这么一则消

息：2021 年 1 月 22 日下午 1 点 30 分，伴随着一群孩子的欢

笑声和一阵轻快的上课铃声，位于叶县常村镇的刘东华教

学点的美术课开始了。年近花甲的陈清峰老师，拉开黑

板，露出一块 86 英寸的显示屏，远在县城小学的美术课堂

立即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通过显示屏，山里孩子可以和

县城的老师实时互动，高效快捷。

“这也见证了我们县城乡学生同上一堂课的现实。”

李飞说，此举有效缓解了农村教学点老师少学生更少的

窘状。不但如此，叶县 18 个乡（镇、街道）均建设了录播教

室，专递课堂的美术、音乐、科学等课程均在这里讲授，另

一侧的大屏幕上则显示所属各个学校学生听课的画面，

通过这些画面，老师可以与同时上课的各乡（镇、街道）学

生互动。

2021年，叶县专递课堂共开展教学活动 576次，解决了

25132 名教学点学生课程缺失的问题，县域内所有中小学

全部开齐国家规定课程，112451名学生直接受益。

“好用”的信息化平台，很快得到了全县广大师生的认

可，使用量急剧上升。2021 年，该信息化平台的均衡学堂

累计使用时长 50 多万个小时，教育资源引用量 30 多万次，

全县信息化授课率在 90%以上。

城乡同上一堂课，名师同教一堂课，有力带动了叶县

的教学质量。拿美术学科来说，叶县的开课率从原来的不

足 30%提升到了现在的 90%以上，效果显而易见。

实现老师和学校教学质量“双提升”

叶县第二实验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竖着一块名师

工作室的牌子，“这是我们提升老师教学质量的又一创新

举措。”叶县教育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天立说。

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更替，

一些新进老师对教学掌控不足，导致教学效果不一。为

此，叶县选出一些优秀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成立名师工作

室，通过叶县公共服务平台为其创办类似博客的空间平

台，开设名师课堂，名师及时发布自己教学的过程及思路，

对平台内的其他老师给予启迪，也可以形成互动。

据悉，叶县成立了 31 个名师工作室，累计开展教研活

动 132次，并将教研活动与名师课堂相融合，丰富了名师课

堂内容。

在叶县第二实验学校微信群里，记者还看到了龙泉等

偏僻乡镇的 4 所学校的名字。“我们正尝试推而广之，让名

校带动弱校共同成长。”李天立说。

原来，类似名师课堂，他们也为全县多个名校建了校

际群，名校是“群主”，弱校是“群员”，名校通过网络课堂将

该校的育人理念、教育教学、德育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动态

性以“博客”的形式在平台发布，供群员学校借鉴，同样也

可以形成互动。“这同样能促进相对薄弱的学校改进教学

方式，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李天立说。

目前，叶县确定了叶县实验学校、叶县第二实验学校

等 8 所学校为名校，分享办学经验，开展公开课，实现了一

校带多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据悉，上述两项举措是自 2021 年春季开始实施的，已

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成员学校的办学管理水平和成绩以及

教学理念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叶县教体局的工作总结中有这么一段：他们给这些名

师名校的考核任务，就是要带动“群”内老师及学校教学质

量的提升，提升的过程也是优质教育资源向更多学生普惠

的过程。

社会共享，发挥平台的更大效益

去年 8 月，学校放假期间，叶县县委组织部对全县 554
个建制村的 2.8 万名党员进行培训，培训老师坐在叶县智

慧教育运营中心，听课的党员分别聚集到各村学校，通过

现场+直播的方式，同时听完了一堂堂课程。此举既减少

了聚集，又达到了现场听课的效果，得到了上级组织部门

的充分肯定。

去年，叶县遭遇“7.24”特大暴雨、12级以上台风等恶劣

天气，叶县也曾使用该信息平台，及时召开各级电视电话

会议，将最新的抢险救灾精神下达……

截至目前，叶县已借助这一信息化平台举行大型会议

活动 300多场。

“社会共享，发挥平台的更大效益，为乡村振兴贡献一

臂之力。”任跃伟说。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实，方能善作善成。

叶县教育信息化项目的建成运营，使叶县真正实现了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乡村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有

了明显提升，叶县获得 2020年平顶山市市长基础教育质量

奖，综合评估位列各县区第一名。

随着叶县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

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叶县模式”，得到相关领导、

专家的高度认可。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认为，“叶

县模式”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区域统筹、资源整合、模

式创新”。 （本报记者 杨沛洁）农村教学点专递课堂

2020 年 6月，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时任县长）在平顶山市县域教育信息化模式创新与应用叶县现场会上介绍经验。

2022 年，平顶山市县域教育信息化模式创新与应
用叶县现场会圆桌会，对教育信息化模式创新与应用
的“叶县模式”给予高度肯定。

名师课堂课例展示

课后服务机器人课程

老师利用叶县县域教育信息化平台备课

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每个学校
——叶县依托教育信息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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