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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选取美国、新加坡、法国三个国家，在阐释美国、新加坡、法国三国最新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

略的基础上，依据绩效评价理论，从环境、学习、教学、评价和领导力五方面对三个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和

战略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美国、新加坡、法国三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的差异及其原因，可以发现：
美国用技术变革学习，为所有学习者创造条件，促进教育公平，满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加坡以国家

信息化战略和教育愿景为导向，以“产出”为参考，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法国以国家教育改革理念和目标

为导向，突出技术的有效应用，强调促进学生获得成功的三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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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互联网＋”时 代，教 育 信 息 化 已 成 为 教 育 现 代 化 建 设

的重要标志，从 绩 效 视 角 立 足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的 总 体 目 标

和价值追求对教育信息化 进 行 客 观、公 正 的 评 价，是 教 育 信

息化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的 动 力。国 家 的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不仅体现其建 设 愿 景 和 价 值 追 求，还 是 开 展 教 育 信 息 化 的

行动指南，而教 育 信 息 化 建 设 绩 效 则 是 国 家 制 定 下 一 轮 政

策和规划，推动 和 引 导 教 育 信 息 化 沿 着 正 确 方 向 前 进 的 重

要参考。因此，对 美 国、新 加 坡、法 国 最 新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进行比较分析，能管窥其教 育 信 息 化 战 略 和 布 局，梳 理 出 国

际教育信息化 的 未 来 走 向 和 趋 势，进 而 为 我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的发展提供启示。

１　美国、新加坡、法国最新教育信息化政策概述

１．１　美国ＮＥＴＰ２０１７
教育信息化政策是国家 在 一 定 历 史 时 期 为 实 现 一 定 的

目标，为管理和 发 展 教 育 信 息 化 活 动 而 制 定 的 措 施 与 行 为

准则［１］。美国教 育 技 术 规 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Ｐｌａｎ，ＮＥＴＰ）是美国教育技术最重要的纲领性、政策性文

件。１９９６年以来，美 国 教 育 部 教 育 技 术 办 公 室 公 布 了６个

ＮＥＴＰ。其中，《重新思考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２０１７年国家

教育技术规划更新》（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　Ｕｐ－
ｄａｔｅ，ＮＥＴＰ２０１７），旨在为 相 关 教 育 研 究 人 员 或 教 育 机 构 树

立一个技术变革学习的愿景［２］，共包括５部分内容：①学习：
技术促进学 习 赋 权 和 学 习 参 与；②教 学：运 用 技 术 教 学；③
领导力：为创 新 和 变 革 创 造 文 化 及 条 件；④评 价：为 改 善 学

习而 测 量；⑤ 基 础 设 施：开 放 获 取 且 有 效 使 用［３］。与

ＮＥＴＰ２０１６相比，除了“评价”方 面 未 做 更 新，其 他４个 方 面

都做了小 范 围 更 新，包 括“学 习”方 面 知 觉 学 习（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能力 培 养、早 期 学 习 指 导 原 则、课 堂 虚 拟 现 实 体

验，“教学”方面 教 育 技 术 在 教 师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与 相 关 指 导

原则，“领导力”方面媒体与 技 术 工 具 的 选 择 及 融 合 程 度、具

有创造性思维 和 前 瞻 性 的 思 维、国 家 级 学 习 资 源 和 工 具 开

发，“基础设施”方面高速网 络 连 接、教 育 经 费 倾 斜 学 习 与 教

学、网络安全等。同时，也 提 到 了 使 用 具 体 技 术 促 进 学 习 赋

权和参与 案 例，如“谷 歌 探 险 先 锋 计 划”（Ｇｏｏｇｌ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谷歌虚拟纸盒”（Ｇｏｏｇｌｅ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等。

１．２　新加坡 Ｍａｓｔｅｒｐｌａｎ４
在 新 加 坡，信 息 通 信 技 术 总 体 规 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为校

园信息通信技 术 的 应 用 及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了 蓝 图，也 是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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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绩效评价的重要参考［４］。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研制过程主要

经历成立督导委员会，设立 督 导 委 员 会 下 属 委 员 会、总 结 前

期发展经验等九个阶段［５］。
目前，新 加 坡 已 经 研 制 了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１－４。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从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走向全课程，其中ＩＣＴ在知识

获得、２１世纪能力形成、数字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中都有重

要作用［６］。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关 注 学 习 并 契 合 教 育 部 以 学 生 为

中心和价值导向的教育观，具 体 包 括：一 个 愿 景，一 个 目 标，
两个助力者，４条路径。一个愿景：培养“为未来作准备且有

责任感的数 字 化 学 习 者”。一 个 目 标：“用 技 术 来 促 进 每 个

人的高质量学习”。两个助 力 者：一 个 是 作 为 学 习 体 验 与 环

境设计师的教师；另一个是 作 为 文 化 建 设 者 的 学 校 领 导。４
条路 径：①深 化ＩＣＴ与 课 程、评 估、教 学 法 的 整 合；②利 用

ＩＣＴ促进教师持 续 的 专 业 学 习；③培 育 创 新 文 化 和 反 思 性

实践；④构建联通的ＩＣＴ学习生态系统。

１．３　法国“数字化校园”战略

２０１２年以来，法 国 教 育 部 逐 步 制 定 和 部 署“数 字 化 校

园”战略。２０１５年，法 国 正 式 确 立 了“数 字 化 校 园”战 略 规

划，该战略是法国有史以来 最 大 的 教 育 数 字 化 计 划，旨 在 有

效利用数字 技 术 培 养 学 生２１世 纪 数 字 素 养 技 能。法 国 总

统弗朗索瓦·奥 朗 德 在 会 上 发 布 了 一 系 列 数 字 计 划，目 标

是在２０１６年秋 季 新 学 期 开 始 使 信 息 技 术 成 为 主 流 教 学 手

段，并宣布有５００所中小学优先进入“数字化校园”战略。
教育部和地方管理机构 共 同 联 合 动 员 财 政 资 源 来 确 保

计划的顺利实施，未来３年 将 会 为 数 字 教 育 发 展 投 入１０亿

欧元的公共投资。该战略定 义 了 实 现 信 息 技 术 变 革 教 与 学

的实践的四大支柱：培训、设 备、资 源 和 创 新，并 据 此 提 出 了

一系 列 配 套 项 目，具 体 包 括：①国 家 优 先 考 虑 教 师 培 训；②
为教师和学生 提 供 设 备 和 资 源；③鼓 励 为 数 字 一 代 开 发 数

字教育创新和技术孵化项目［７］。

２　绩效视角下美、新、法三国最新教育信息化政

策比较

２．１　绩效理论

绩效是与组 织 目 标 及 价 值 追 求 相 一 致 的 成 就 和 业 绩，
是一种可测量 的 行 为 结 果，与 组 织 的 总 体 目 标 和 主 流 价 值

相关，是组织 中 投 入 和 产 出 关 系 的 体 现［８］。作 为 行 为 与 价

值的统一体，绩效是过程和结果的综合反映。
绩效立足组 织 的 总 体 目 标 和 价 值 追 求，并 关 注“投 入”

和“产出”。以 绩 效 视 角 观 照 教 育 信 息 化，国 家 层 面 的 教 育

信息化政策即 总 体 目 标 和 价 值 追 求，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是 风

向标，直接影 响“投 入”。因 此，从 绩 效 理 论 视 角 对 美 国、新

加坡、法国最新教育信息化 政 策 进 行 比 较 分 析，能 管 窥 其 教

育信息化战略 和 布 局，梳 理 出 国 际 教 育 信 息 化 的 未 来 走 向

和趋势，进而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启示。
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经验背 景 构 建 了“绩 效 系 统”概 念

框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如Ｒｏｎａｌｄ　Ｌ［９］指 出，人 类 绩 效

系统包含５个部分：工作 任 务 或 情 境、个 体 的 能 力、动 机、行

动、决心及行 为 等 方 面；满 足 绩 效 要 求 的 反 映；反 映 所 引 发

的结果；结 果 所 引 发 的 反 馈。Ｄｅａｎ　Ｒ．Ｓｐｉｔｚｅｒ认 为 所 有 绩

效系统由７个 要 素 构 成：期 望、能 力、知 识 与 技 能、工 作／任

务设计、激励、反馈、工具和资源。后来，他进一步将要素调

整为：期望、工作 者、过 程 与 方 法、测 量 与 评 价、结 果、反 馈、
工具和资源。Ｇｅａｒｙ　Ａ　Ｒｕｍｍｌｅｒ

［１０］围绕输入、工作者、输出、
结果和反馈五大环节来构 建 绩 效 系 统。个 体 的 行 为 及 行 为

所引发的结果 不 仅 受 到 组 织 所 处 外 部 环 境 的 影 响，同 时 还

要受到组织内 部 环 境 的 影 响，将 个 体 的 实 际 绩 效 与 组 织 的

期望绩效进行对比，如果达 到 期 望 绩 效，则 进 入 下 一 任 务 和

目标，如果有一定差距，则需要重新修正行为。

２．２　比较方法与结果分析

研究采用１９９２年国际绩效改进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简 称ＩＳＰＩ）正 式 提 出 的 绩

效改进的操作过程模型，其简化模型见图１［１１］。

图１　简化的绩效改进模型

该模型指出了绩效改进５个必经阶段：绩效分析、原因

分析、干预措施的选择、实施、对整个绩效改进的评价。
基于此，本研究对ＮＥＴＰ２０１７、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法国“数字

化校园”战 略 在 环 境 建 设、学 习、教 学、评 价、领 导 力５个 方

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１）环境建设。即从 基 础 建 设 到 泛 在 连 接 与 有 效 利 用。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指出教育信息化 基 础 设 施 和 环 境 建 设 的 可 用 性

与有效性。其一就是要创建泛在的联接。Ｍａｓｔｅｒｐｌａｎ４也提

出要提供基础 设 施 支 持 随 时 随 地 学 习，还 强 调 了 培 养 社 会

文化生态系统。法国“数字化 校 园”则 侧 重 于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移动终端并为每个人的移 动 设 备 提 供 资 源 和 服 务。可 以 看

出，三个国家的 教 育 信 息 化 环 境 建 设 和 智 慧 学 习 环 境 建 设

理念都强调 提 供 泛 在 的 联 接，支 持 随 时 随 地 的 学 习。换 言

之，当前美国、新 加 坡、法 国 的 教 育 信 息 化 环 境 建 设 已 经 从

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到 重 视 基 础 设 施 的 可 利 用 性 和 教

学有效性，突出其产出价 值。伴 随 着 学 习 环 境 感 知、校 园 移

动互联、物联网等技术的兴 起 和 运 用，信 息 化 学 习 环 境 建 设

正从基础建设走向泛在连接与有效利用。
（２）学习。即 从 技 术 辅 助 的 获 得 到 利 用 技 术 促 进 学 习

赋权与学习 参 与。从 古 至 今，随 着 人 类 社 会、经 济、工 业 的

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哲学、教 育 及 心 理 学 等 理 论 的 逐 步 诞 生

和演进，人类学习 历 经 了“学 习 即 个 体 获 得”的 获 得 隐 喻 和

“学习即情境参与”的参与隐 喻，当 下 正 在 走 向“学 习 即 知 识

创造”的新型隐喻［１２］。教育信息化是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
其发展遵循教与学的基本规律。

ＮＥＴＰ１９９６的目标之一是 帮 助 学 生 学 会 使 用 电 脑 和 信

息高速公路，并 能 通 过 电 脑 和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获 得 信 息 与 知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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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１３］；ＮＥＴＰ２０１０中“学习”的目标 是 参 与 和 赋 能，利 用 技 术

促进学习者参与和能力提升［１４］；ＮＥＴＰ　２０１６、ＮＥＴＰ　２０１７中

提出“学习”的 目 标 是 为 学 习 者 赋 权，让 学 习 者 能 在 泛 在 连

接的学习环 境 中 通 过 沉 浸 式、个 性、自 主 的 学 习，以 成 为 有

知识、具有创造力并合乎伦理道德的参与者。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１的 目 标 提 到 通 过 在 学 习 中 恰 当 地 运 用 信

息技术，学生 能 够 养 成 自 主 学 习 所 需 的 获 取、分 析、应 用 信

息的关键能力［１５］。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２、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３的 目 标 都 提

到学生能有效利 用 信 息 技 术 主 动 学 习。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则 从

自主学习和协作 学 习 拓 展 到 全 课 程，促 进ＩＣＴ和 课 程 的 深

度融合，为 学 生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在 线 学 习 资 源，深 化 数 字 学

习，强化学生的网络健康意识，提高学生的新媒体素养。
法国“数字化校园”战 略，则 提 出 在 技 术 支 持 的 自 主、协

作学习中培养学生２１世纪数字素养技能。而２１世纪数字

素养技能是２１世 纪 技 能 中 的 一 种，包 括 信 息 素 养、媒 体 素

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１６］。
对三国教育 信 息 化 政 策 中 关 于“学 习”方 面 分 析 发 现，

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学习正从 技 术 辅 助 的 获 得 到 利 用 技 术 促

进学习赋权与学习参与。美 国 侧 重 于 强 调 从 学 生 利 用 技 术

获取信息到泛在连接的学习 环 境 沉 浸 式 参 与 过 程 中 体 现 自

主和个性；新加 坡 则 偏 向 于 从 技 术 支 持 自 主 学 习 到 参 与 全

课程；而法国则强调在技术 支 持 的 参 与 中２１世 纪 数 字 素 养

技能的形成。从 教 学 本 身 的 发 展 规 律 来 看，技 术 支 持 的 创

造将会是教育信息化“学习”的未来走向和发展态势。
（３）教学。即 从 技 术 支 持 的 教 到 技 术 支 持 的 持 续 专 业

发展。综观“教学相长”的历 史 渊 源 与 语 义 传 承，发 现“教 学

相长”是 作 为 教 师 个 体 自 我 发 展 的 规 律 而 提 出 来，教 师 的

“学”与“教”交互作用，这在 客 观 上 反 映 了 教 师 从 学 到 教，由

教返学，教学相辅，不断提高的辩证过程［１７］。国际教育技术

协会提出的教 育 技 术 标 准 中，教 师 的 标 准 之 一 是 重 视 专 业

成长和发展［１８］。可见，教 师 的 教 学 和 自 身 专 业 发 展 是 相 互

联系和促进的，教 育 信 息 化 中 的 信 息 技 术 不 仅 促 进 教 师 的

教，还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与成长。

ＮＥＴＰ１９９６、ＮＥＴＰ２０００关注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技术能

力的提升并进行相应的教师培训；ＮＥＴＰ２０１０中“教学”的目

标是准备和联 通，运 用 信 息 技 术 联 通 许 多 教 室 为 教 师 提 供

随时的数据访问和分析工具，为教学提 供 帮 助；ＮＥＴＰ２０１６、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的“教学”目标 强 调“技 术 支 持 教 师 角 色 转 变”与

“重新思考教师 准 备 和 培 养 持 续 的 专 业 学 习”，促 使 教 师 在

教学职业成长 中 不 仅 是 技 术 的 熟 练 运 用 者、创 造 与 协 作 问

题解决者，还是具有适应性和社会意识的专家。
新加坡在规划中形成“从培训到发展”的教师ＩＣＴ专业

发展模式［１９］。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１提出 要 培 训 教 师 信 息 技 术 与 课

程整合的能力，培 养 职 前 教 师 信 息 化 教 学 核 心 能 力。Ｍａｓ－
ｔｅｒ　Ｐｌａｎ２“教师专业发展”任务包括４个方面：①教师专业发

展的核心是满 足 不 同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水 平 教 师 的 需 要，并 且

使他们获得持续进步；②建 立 整 合 的、持 续 的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模式；③推进教师的数字化学习（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文化；④建立授

权认证教师使用 信 息 技 术。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３提 出 要 建 立 师 生

学习伙伴关系，促进学生自 主 能 力 和 协 作 学 习 能 力 的 发 展，
学校要 支 持 所 有 教 师 的 持 续 性 专 业 学 习 和 发 展。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提出利用ＩＣＴ促进教师持续的专业学习，提升学校团

队实力，培育优秀教师ＩＣＴ实践案例等。
法国“数字化校园”战 略 中，国 家 优 先 考 虑 教 师 培 训，开

展全员培训，内 容 包 括 计 算 机 科 学、数 字 项 目 管 理、课 程 计

划和实施中的技术应用和 数 字 素 养。大 规 模 的 教 师 在 线 培

训计划包括了１００多个培训课程，覆盖２６万教师用户，培训

教程和在线资源还包括帮助教师寻找教学资源。
综上，可发现 三 个 国 家 都 很 重 视 利 用 信 息 技 术 促 进 教

师的教。随着教 学 理 念 改 变 和 信 息 技 术，后 来 的 规 划 发 展

任务中，开始重 视 泛 在 连 接 的 信 息 技 术 学 习 环 境 中 教 师 角

色的转变和 自 身 的 专 业 发 展，以 更 好 地 促 进 学 生 的 学。法

国“数字化校园”战 略 把 教 师 培 训 放 在 第 一 位，分 析 其 具 体

培训内容发现，相较于美国 和 新 加 坡，法 国 教 师 培 训 处 于 前

期教会教师如何利用技术进行教学。
（４）评价。即 从 过 程 测 量 到 使 用 评 价 数 据 提 高 学 习。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提出评价的目标 是 教 育 系 统 在 各 个 层 面 上 都 将

发挥技术的力量，对重要的 事 情 进 行 测 量，并 且 使 用 评 价 数

据提高学习。在手段上，重 视 技 术 对 评 价 的 变 革，实 现 基 于

评价数据支 持 的 学 习。通 过 技 术 提 供 的 数 据 收 集 方 法，有

利于评价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利 用 数 据（尤 其 是 大 数 据）驱

动的评价在教与学评价中 将 会 带 来 重 要 变 化。在 评 价 内 容

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ＲＣ）
强调应扩大评 价 的 聚 焦 点，包 括 非 认 知 技 能 和 技 术 在 测 量

知识、技能和 能 力 方 面 的 重 要 性，更 加 强 调 过 程 性 评 价，尤

其是对学习过 程 数 据 的 记 录、分 析 和 分 享，如ＰＩＳＡ的 测 试

内容，可以针对 学 生 的 问 题 解 决 和 批 判 性 思 维 能 力 等 进 行

评价，并提供情境性内容。随 着 技 术 的 不 断 进 步，在 测 量 中

开始广泛采用持续的、形成 性 的 和 嵌 入 式 评 价，对 了 解 学 生

学习过程和提高学习效果更有用。
新加坡为了有效促进ＩＣＴ与课程、教学与评估 融 合，指

出要为学生提供 优 质 的 在 线 学 习 资 源；促 进ＩＣＴ在 学 习 评

估中的应用；深化数字化学 习，提 高 学 生 的 网 络 健 康 意 识 和

新媒体素养。
在法国，信息化还未 广 泛 应 用 于 学 生 评 估。目 前，学 生

的考试分数和评估情况保 存 于 学 习 管 理 系 统 中。法 国 国 家

ＩＣＴ的各种项目通常都与评估相联系，例如，教育部“ＩＣＴ使

用项目”（ＩＣＴＵｓ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以收集和跟踪ＩＣＴ在初中和高

中的应用情况 为 目 标，而 这 些 情 况 反 过 来 可 以 帮 助 未 来 项

目及政策的制定。
综观美国、新 加 坡、法 国 的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三 个 国 家

都强调教育信息化评价，但 是，各 个 国 家 评 价 的 内 容 和 方 式

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和新加 坡 都 侧 重 于 利 用 评 价 技 术 促 进

学生的学习，而法国的信息 化 还 未 广 泛 应 用 于 学 生 评 估，主

要用于评估政 策 和 项 目 的 实 施 效 果，以 此 为 未 来 项 目 及 政

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指导。
（５）领 导 力。从 加 强 领 导 力 到 培 育 创 新 文 化。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提出领导力的目 标：为 了 学 习 中 所 使 用 的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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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导者角色和责任的 所 有 层 面 嵌 入 对 技 术 支 持 教 育

的理解，州、区 域 和 地 方 应 建 立 在 学 习 中 使 用 技 术 的 愿 景。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４指出教育领 导 者 要 转 化 研 究、创 新 和 拓 展，厘

清教育技术相 关 问 题 和 应 用，把 学 校 间 的 创 新 和 转 化 研 究

成果播种到课 堂 实 践，在 学 校 传 播 相 关 接 受 和 适 应 实 践 的

成功案例。法国的数字校园战略中未提及领导力。
通过比较美国、新加坡、法 国 最 新 的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发

现，三个国家的教育信息化 战 略 目 标 相 同 点 在 于：重 视 通 过

信息化促进学生的高效学 习，提 升 学 生 的 能 力 素 质，进 而 为

未来作准备。不 同 点 是：美 国 开 始 重 视 信 息 技 术 重 构 教 育

生态系统，新加坡更关注学 生 能 力 的 发 展，法 国 则 更 加 重 视

通过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教师能力提升来促进学生学习。

３　绩效视角下美、新、法最新教育信息化政策差

异归因

３．１　美国：技术变革学习，为 所 有 学 习 者 发 展 创 造 条 件，促

进教育公平，满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

　　从ＮＥＴＰ１９９６到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从 强 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转

向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即 应 用 技 术 变 革 学 习，促 进 教 育 公

平，反映了教 育 价 值 取 向 的 变 化。自１９９６年 以 来，美 国 联

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针 对 国 家 迫 切 需 要 解 决 问 题 的 愿

景和行动计划，发布了６个ＮＥＴＰ。这些规划都是依据国情

和教育现状，在技术和实践 中 取 得 进 展，为 满 足 新 的 理 念 和

社会需求、推 动 美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而 做 出 的 宏 观 规 划。
这些规划 系 统 推 动 了 美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建 设 和 发 展。尽 管

ＮＥＴＰ具有非强制性实 施 的 性 质 和 特 点，但 是，对 美 国 教 育

信息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强调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可利用的技术，包括

有特殊需要 的 学 习 者。例 如，嵌 入 技 术 支 持 评 价 的 无 缝 可

访问特性，减少了剔除额外 支 持 学 生 个 体 的 必 要 性，从 而 为

学生和教师 提 供 了 一 个 额 外 的 好 处。同 样，利 用 相 关 辅 助

技术，如将文 本 转 换 成 语 言、交 替 反 应 系 统、可 刷 新 的 盲 文

等，能够支持 失 常 学 生 开 展 学 习。从 ＮＥＴＰ２０１７的 政 策 中

可以看出，公平的价值取向深深扎根于美国教育政策之中。

３．２　新加坡：以国家信息 化 战 略 和 教 育 愿 景 为 导 向，以“产

出”为参考，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

　　新加坡１９８０年 出 台 第 一 个 国 家 信 息 化 战 略 规 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２０］，到今天，已出台了６个信

息化战略规划，在一系列信 息 化 战 略 的 推 动 下，新 加 坡 的 经

济进入到世界前列［２１］。１９９７年，前 总 理 吴 作 栋 为 教 育 系 统

作了未来构想，即构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２２］。２００４
年，新 加 坡 提 出 了“Ｔｅａｃｈ　ｌｅｓｓ，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教 育 理 念，２００８
年，新加坡教育部 推 行“一 切 服 务 于 让 学 生 成 才”的 教 育 教

学改革政策。到目前，新加坡教育部一系列的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都是在国家信息化战略、教 育 愿 景 和 目 标 的 推 动 下，为 发 展

国家经济和促进教育快速发展而制定并实施的。
新加坡教育部在每个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制 定 出 台 前，都 会 调

研上一期 发 展 规 划 的“产 出”。除 此 之 外，教 育 部 也 收 集 行

政方面的情况 及 反 馈，如 审 查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资 金 拨 付 和 到

位问题、学校对资金的使 用 情 况 等。此 外，每 个 规 划 推 出 和

实施后，教育部将组织国际 研 究 小 组 评 估、研 究 规 划 实 施 的

有效性，如２００２年 新 加 坡 教 育 部 展 开 会 议 总 结 了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１取得的成效，其中７７％的学生认为使用信息技术改进

了学习方法 和 成 效，６８％的 教 师 认 为 信 息 技 术 促 进 了 师 生

双方对课堂的 参 与 和 互 动 等，并 在 研 究 报 告 中 指 出 已 规 划

实施的成就和 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也 为 制 定 和 推 进 下 一 个 规

划提供部分建议。
为保证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契 合 新 加 坡 的 未 来 发 展 目 标 和 方

向，在规划制定时，下属委员 会 将 与 新 加 坡 信 息 发 展 管 理 局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ＤＡ）、媒体发展管

理局（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ＭＤＡ）等 协 商，使 Ｍａｓ－
ｔｅｒ　Ｐｌａｎ与相关教育政策规划协调一致，如ＩＤＡ为新加坡的

信息技术基础 实 施 和 信 息 技 术 使 用 开 发 了ｉＮ２０１５战 略 计

划，该计划作为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３的一个参考。ＩＴ公司在 Ｍａｓ－
ｔｅｒ　Ｐｌａｎ的实 施 中 发 挥 了 举 足 轻 重 作 用，如 开 发 数 字 化 环

境、资源等，因此，在 制 定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时，下 属 委 员 会 会 多

次组织经 验 交 流 会，将ＩＴ公 司 的 合 理 建 议 融 入。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草案拟订后，下 属 委 员 会 也 会 了 解 掌 握 所 涉 及 项 目 的

成本、确定所需资金，这时就 需 要 与 财 政 部 及 教 育 部 教 育 信

息化发展规划项目办公室的人员协商。

３．３　法 国：以 国 家 教 育 改 革 理 念 和 目 标 为 导 向，突 出 技 术

的有效应用，强调促进学生获得成功

　　自２０１３年 起，法 国 教 育 相 关 部 门 逐 步 开 展 了“数 字 化

校园”战略相关部署与研究 工 作。发 起“互 动 课 堂 计 划”，推

动针对社区教 育、学 生 和 家 长 的 数 字 化 服 务 系 统 实 现 多 样

化发展。发起“高 速 网 络 计 划”，为 每 所 中 学 接 入 了 高 质 量

网络。推出“大 型 数 字 化 计 划”，旨 在 实 现 教 育 公 平。确 立

开展全法数字化技术研讨计划。５００所中小学将被纳入“数

字化校园计划”，同时纳 入 教 育 数 字 化 系 统。法 国 教 育 部 长

表示，２０１６年法国校园数字化目标是可以实现的［２３］。
法国“数字化校园”计划 的 理 念 和 目 标 与 法 国 教 育 改 革

是相契 合 的，即 教 育 是 为 了 促 进 学 生 在 未 来 获 得 成 功。

２０１５年，法国教育部 部 长 在 部 长 例 会 上 正 式 提 出 法 国 初 中

教学改革计 划。此 次 改 革 希 望 通 过 修 订 教 学 大 纲、增 加 教

师自主教学时间等途径，实 现 强 化 基 础 知 识 教 学、培 养 学 生

的社会适应力、加强共和国 价 值 观 教 育 等 目 标，最 终 打 破 社

会阶层阻碍，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业 成 功 率。通 过 改 革 促 进 教 师

队伍建设，激 发 教 师 工 作 热 情 和 创 造 力。改 革 的 主 要 措 施

包括：强调理 论 结 合 实 际，加 强 学 生 基 础 知 识 学 习；因 材 施

教，提高学业成功率；强化培 养 初 中 生 适 应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所

需技能；将初中 校 园 变 成 学 生 成 长 及 公 民 意 识 培 养 的 重 要

场所，并优先培养学生个性及团队意识［２４］。

４　结语

本研究在阐释美国、新 加 坡、法 国 最 新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和战略的基础 上，依 据 绩 效 评 价 理 论，从 环 境、学 习、教 学、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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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领导力五个方面对三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和 战 略 进 行

了比较分析，管窥其教育信 息 化 战 略 和 布 局，梳 理 出 国 际 教

育信息化的未来走向和趋 势，揭 示 了 美 国 用 技 术 变 革 学 习，
为所有学习者发展创造条 件，促 进 教 育 公 平，满 足 国 家 经 济

与社会发展；新加坡以国家 信 息 化 战 略 和 教 育 愿 景 为 导 向，
以“产出”为参考，与各利益 相 关 方 协 商；法 国 以 国 家 教 育 改

革理念和目标为导向，突出 技 术 的 有 效 应 用，强 调 促 进 学 生

获得成功的三国教育信息 化 政 策 和 战 略 的 差 异。创 新 之 处

在于从绩效的视角对美国、新 加 坡、法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和

战略进行了系 统 梳 理，以 期 促 进 我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的 可 持 续

发展、提高教育信息化评价 工 作 效 率，也 为 教 育 信 息 化 政 策

制定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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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我省在２０１９年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评选活动中取得好成绩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２８日，２０１９年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创新课堂教学实践观摩活动

在北京市举行。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湖北省电化教育馆）积极组织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参加此次活动，全省网报

作品３３２件，经省级评审报送国评作品６０件，获得全国一等奖２０件，二等奖１７件，三等奖１７件。本次现场观摩会上共

有２７５件作品进行公开展示，湖北省有１８件作品，其中１４件作品获现场观摩会一等奖，４件作品 获 二 等 奖。湖 北 省 教

育信息化发展中心（湖北省电化教育馆）被授予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本次活动由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以交流研讨和互动分享典 型 案 例、促 进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 深 度 融 合 创 新 为 宗

旨，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０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了交流、观摩与 研 讨。代 表 们 围 绕“信 息 化”这 根 主 线，分 享 了 各 自 信 息 化 技 术

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实战经验，就如何培养创新教育、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解读、前沿信息技术发展等话题进行了多层次、多

领域的研讨和交流，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教育和未来智慧的审慎思考和深度对话。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湖北省电化教育馆）　邬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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