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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壹壹壹、、、資資資訊訊訊教教教育育育   

全國電化教育“九五”計畫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４日國家教委印發）  

一、“八五”期間電化教育發展情況“八五”期間，我國電化教育事業進一步發

展。廣播電視教育、學校電化教育及衛星電視教育網絡建設都取得了顯著成績。

電化教育已經成為推動我國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廣播電視大學和各類廣播電視中等專業學校在學曆教育、非學曆教育等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廣播電視大學已發展成為統籌規划、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現代遠

距離教育系統；五年累計培養高等專科畢業生６４萬多人，中等專業畢業生１５

萬多人，各種非學曆教育結業生５００余萬人，３０多萬中小學教師通過電視師

範教育學曆達標，農民收看農村實用技術教育節目達數千萬人次。  

各級各類學校開展電化教育，在促進教學改革，實現教學手段現代化，提高教育

質量，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學校電教設備及教材

擁有量穩步增長；電腦輔助教學及多媒體教學在部分學校開始研究應用；學校電

教科研工作由經驗型、對比型研究進入到以教學過程綜合性研究為主的新階段；

電教綜合實驗工作對推動實驗縣農、科、教結合和"燎原計划"的實施發揮了積極

作用；全國教育科學"八五"規划國家教委重點課題《電化教育促進中小學教學優

化》等一批科研實驗帶動了學校電教工作的開展。高等學校教育技術專業已形成

較完整的專科、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培養體系。  

國家開辦的三套衛星電視教育節目，每天播出４７小時，在為中小學師資培訓，

擴大廣播電視大學教學規模，開展農村實用技術教育以及對青少年進行思想品德

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衛星電視教育網絡初步形成。各地注意發揮衛

星電視教育的優勢，積極為發展當地經濟和培養人才服務。  

電教教材數量增長較快，質量有所提高，不同程度地緩解了各級各類學校對電教

教材的急需。《小學自然》等一批與九年義務教育文字教材相配套的系列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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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教學質量的提高。國家教委先后組織了十次全國優秀

電教教材評選，參評教材２０００多部，共評出優秀電教教材２００多部，３０

０多部被指定為國家教委推荐教材。  

電教隊伍穩步發展，形成了一支教師、電教技術人員、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組成

的專兼職相結合的近２０萬人的電教隊伍。經過中央和地方組織的各種類型的崗

位培訓、繼續教育，電教隊伍的專業水平有所提高。  

國家教委電化教育辦公室的成立，為深化電教改革，加強宏觀管理，推動電教事

業發展提供了條件。  

“八五”期間，我國電化教育取得的成績，為今后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矗

但是，電化教育在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電教經費雖有增加，但總體投人仍然

不足，對軟硬體投入的比例也不夠合理；在電教教材建設上，由於統籌規划不夠，

造成教材不配套，低水平重復制作的問題；電化教育的法規建設較為薄弱，不能

適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需要。  

二、“九五”期間電化教育發展的指導思想“九五”期間，我國電化教育發展的

指導思想是：認真貫徹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全國教育事業“九

五”計划和２０１０年發展規划》，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緊密圍繞教育重

點任務，深化改革，加強管理、提高質量，增進效益，為推進教育現代化，為社

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根據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要求，緊密圍繞教育的重點任務開展電化教育。為實

現本世紀末我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為全面貫徹

教育方針和全面提高教育質量服務充分發揮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促進應試教育

向素質教育的轉變，促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改革

與發展。  

積極配合、“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充分開發和有效利用

電化教育資源，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更好、更方便的受教育機會，培養社會主

義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面向農村，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進一步引導農民脫貧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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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

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  

進一步深化改革，理順管理體制，明確職責任務，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的運行機制。根據我國國情和各地具體情況分類指導，提高質量，增進效

益。加強法規建設，逐步使我國電化教育走上科學化、規範化的軌道。  

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新成果，用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為教

育服務。在現代教育媒體研究與應用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教學設計、視聽教育、

電腦輔助教學、電腦多媒體教學等工作，將今后不斷開發的、可用於教育教學的

各種新技術應用於教育教學過程。從學習過程與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

管理和評價等方面，加強電化教育工作，推動我國教育的現代化進程。  

三、電化教育發展目標與任務  

（一）積極推進廣播電視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加快廣播電視大學開放辦學和教學

現代化進程，將廣播電視大學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遠距離開放大學。  

認真貫徹國家教委《關於廣播電視大學貫徹〈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意見》

的精神，立足國情，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擴大開放辦學程度，發揮現

代化教學手段的優勢，為更多的求學者提供終身接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堅持面

向地方、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多層次、多規格、多

功能、多種形式辦學，提高廣大勞動者素質，培養各類應用型人才。  

以努力辦好大專學曆教育為基礎，認真提高質量。積極發展“注冊視聽生”教育，

通過試點總結“專昇本”教育經驗，逐步向開放性辦學形式過渡，大力發展廣播

電視中等專業教育。  

大力發展非學曆教育。抓好面向全國的崗位培訓和繼續教育項目，使接受崗位培

訓和繼續教育的從業人員達到１０００萬人次。繼續開展中小學教師學曆達標培

訓，積極參與國家教委“百萬校長培訓計划”和“燎原計划的百千萬工程”的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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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發展學校電化教育，提高電化教育水平，切實推進教學改革。  

以教學設計理論為指導，開展學科的教學設計，優化多種媒體的組合，努力把現

代教育技術的理論與方法運用於教學之中，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繼續

大力推廣和普及常規電教媒體的應用，充分利用現有的衛星教育節目資源進行教

學活動，條件具備的學校逐步開展電腦輔助教學和多媒體教學，選擇試點進行交

互網絡在學校教學中應用的實驗。  

區分不同地區情況，對中小學電化教育設備配備進行分類指導。力爭在"八五"的

基礎上，城市中小學和縣城中小學達到國家教委頒布的一類電化教育設備配備標

準的學校總數增長８％，有條件的鄉鎮中學、中心校和少數民族寄宿制學校達到

二類電化教育設備配備標準。“兩基”提前達標的省份提前完成以上指標。  

高等學校要加快現有電教設施、設備的更新改造，積極引進多媒體電腦教學設備，

建立多媒體多功能教室。  

抓好教師電化教育知識與技能的培訓，使之具有開展電化教學的能力。所有高、

中等師範院校應開好電化教育公共課，使學生具備電化教育基礎知識和開展電化

教學的基本能力。  

正確引導電化教育資金投向，使電化教育硬體與軟體經費投入形成合理比例。  

要特別重視、加大軟體和培訓經費的投入。  

在全國中小學建立不同類型的電化教育實驗學校，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促進

基礎教育深化改革，促進中小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繼續

抓好電教綜合實驗縣工作。高等學校電化教育要以教學為中心，積極配合高校教

學改革，開展電化教學課程實驗。  

（三）努力提高教育電視節目質量，加強衛星電視教育網絡建設，辦好教育電視

台站。  

繼續辦好現有的三套衛星電視教育節目，提高節目質量，力爭多出精品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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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統籌安排，積極開發利用ＫＵ頻段，爭取建立教育衛星電視直播系統。 

衛星電視教育網絡建設以抓好省和大中城市教育電視台的建設和發展為重點，爭

取在全國大多數的盛自治區、直轄市建立省或省會教育電視台，有條件的地區（地

級市）建立教育電視台。鞏固和提高現有的教育電視台、收轉台，大力發展衛星

地面接收站，積極推進各地教育電視節目進入有線網，進一步擴大教育電視網絡

覆蓋面，為遠距離教育服務。  

加強教育電視台站管理，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堅持為教育、教學的改革和發展服

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辦台方向，提高辦台水平，辦出教育特色。  

（四）重點建設配套的電教教材，逐步形成電教教材系列。  

積極推進與國家教委審查通過的中小學文字教材相配套的電教教材建設。力爭

“九五”末達到發達地區鄉中心校以上的學校，文字教材與配套的音像教材同步

進課堂。同時，根據學生年齡特點，搞好選題，協調組織編制適用的輔助電教教

材。  

廣播電視大學每年要重點建設１０門以上課程，修訂１０門左右課程的教材，到

“九五”末在通用性強、適用面廣、便於開展遠距離教育的專業科類建成５０門

以上具有較高水平的多種媒體配套教材，並使三分之二以上課程適應開放教學的

需要，形成具有廣播電視教育特色的教材系列。廣播電視中等專業類學校要針對

各自實際，編制出實用型的電教教材。搞好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和中小學校長培

訓用電教教材。根據全國不同區域的經濟地理特點，征集和組織編制適用的燎原

學校電教教材。  

結合普通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實際，充分使用多種媒體，搞好公共課、基礎課和

使用面廣的主干課程電教教材建設。對列入面向２１世紀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

革的課程，要積極做好配套電教教材建設。  

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和培訓對象的需求，充分發揮部門、行業和地方的積極性，重

點編制急需、適用的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實用技術電教教材。  

根據需要在有條件的少數民族地區，編譯與九年制義務教育文字教材相配套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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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材。  

加強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方面電教教材的建設。  

（五）深入開展電化教育的科學研究工作。  

進一步深化基礎理論研究：開展教育技術、現代遠距離開放教育基本理論與方法

等方面的研究；重點推進應用理論研究：開展常規電教媒體應用、電腦、多媒體

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及發展趨勢的研究；加強戰略發展研究。  

四、主要措施  

（一）加強領導，理順關係。  

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要加強對電化教育的領導，重視電教事業的發展。要將

電化教育納入本地區本系統教育發展的整體計划之中，統籌安排，加強指導與協

調；要建立和健全電化教育管理機構，明確職責，理順關係。  

（二）深化改革，抓好試點。  

切實做好廣播電視大學“注冊視聽生”試點和以開放辦學形式開展的“專昇本”

試點工作，逐步擴大辦學規模，建立以學生自學和收聽、收看為主，與面授、函

授、輔導相結合的助學服務系統。改進和完善"注冊視聽生"的教學與考試管理辦

法。  

建立廣播電視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改革現行教材建設的管理和經費使用辦法，

進行教材建設項目管理制的試點，充分發揮電大系統共建優勢，採取多種承建方

式進行教材建設。規範多種媒體教學的教學環節，加快考試改革步伐，完善教學

質量管理。  

成立全國電化教育實驗學校工作指導委員會，指導實驗學校實驗工作，並對實施

情況進行監測、檢查、評估。  

（三）統籌規划，分工協作，突出重點，切實抓好教材建設，提高質量。  

建立全國電教教材建設指導委員會，根據教材建設的方針、政策及有關的法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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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推動、指導與協調編制適用的電教教材，提高質量，增加品種，擴大使用範

圍和數量。  

國家教委和盛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行政部門通過下達任務和政策扶植的辦法，逐

步建立若干電教教材編制基地。  

在統籌規划，分工協作的同時，逐步引入競爭機制，在貫徹教材多樣化的方針和

加強審查、審定工作的前提下，通過組織電教教材招標、推荐等工作，促進多種

媒體教材的出版和發行。  

制定《衛星電視教育教材（節目）建設項目管理辦法》，加強對衛星電視教育教

材（節目）編制工作的管理。  

按照國家教委教材審查的有關規定，建立並完善電教教材審查制度，開展優秀電

教教材的評選活動。  

搞好電教教材的管理和資訊服務，促進市場機制的形成，推動電教教材的交流與

使用。完善省級電教館電教資料交流網，逐步建立全國教育電視台節目交流網。 

（四）加強各級電教館及高校電教中心的工作，更好地為教學服務。  

各級電教館要與當地教研部門、教師培訓機構配合，建設成為本地區學校教學資

源開發利用、資訊交流、電教研究、師資培訓、技術服務的中心，加強對中小學

及中等專業類學校現代教育技術工作的指導與服務。省級電教館要配合有關部門

搞好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電教教材的建設，並以此為重點帶動其他工作的開展，

為中小學提供有效服務。  

要進一步加強高校電教中心建設，將電化教育作為教學改革的一部分一體化考

慮、安排，並統一規划校內包括視聽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多媒體教學及其

他現代教育技術工作，綜合利用教育資源。  

（五）開展培訓工作，建設一支適應電教發展需要的，年齡、知識、專業結構合

理的專兼職結合的電教隊伍，並不斷提高隊伍素質。  

中小學教師現代教育技術培訓是教師繼續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工作應納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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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師訓部門的統一規划，五年內全國有條件的地區要完成對教師的全員培訓。培

訓成績是中小學教師進行考核的一部分，做為教師職務聘任、晉級的重要依據之

一。  

要有計划地對電化教育專職人員進行現代教育技術理論、教學理論、相關的電腦

知識等方面的培訓，逐步做到持證上崗。  

加強教育技術學科建設，辦好教育技術專業，把掌握現代教育技術知識，懂得教

學的專業技術人員充實到教學崗位，逐步改善現有電化教育隊伍的年齡結構和知

識結構。  

做好電化教育專業技術人員職務的評聘工作。電化教育專業技術人員的職務評聘

工作，要體現電化教育特點。  

（六）抓好電化教育科學研究重點課題，提高電教研究的水平。  

組織協調全國電教科研力量，發揮普通高校、電大、電教館專業研究機構和協會

組織的科研優勢，調動廣大教師開展電教研究的積極性，搞好《發展教育技術，

促進教育現代化》、《廣播電視大學實現現代開放教育的研究》、《電化教育促

進中小學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的研究》等"九五"重點課題的研究。  

中小學電教研究要與教研部門和當地教師進修院校相互配合，共同開展，優勢互

補，提高研究水平。  

（七）加強電教法規建設，建立、完善評估檢查制度。  

修訂、頒布一批法規性文件，主要包括：《廣播電視教育條例》、《廣播電視大

學規程》、《中小學校電化教育規程》、《教育電視台站管理規程》、《教育電

視台設備配備標準和教育電視台（收轉台）評估驗收標準》及《加強高校電教工

作的意見》等。  

認真開展對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評估和教育評估；建立教育電視台年度檢查、評

估制度，加強對教育電視台站管理。  

積極創造條件逐步把對中小學校電化教育工作的評估列入教育評估指標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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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對中小學校的督導內容。  

（八）多渠道籌措電化教育經費，增加電化教育投入。  

電化教育經費投入要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在政策允許範圍內，可以多渠道籌措。 

衛星電視教育網絡建設項目分別納入中央和地方"九五"建設項目，所需建設投資

和日常經費分別納入國家和地方財政。  

為加快貧困地區電化教育發展，各地應安排一定經費用於電化教育設備購置。  

（九）積極推進電教資訊網絡建設。  

利用電腦技術和網絡通信技術，實現電教系統電腦聯網，為電教戰線提供資訊服

務，實現資源共享。在建成電教大樓主干網並聯結樓內各局域網的基礎上，依托

國家教委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ＣＥＲＮＥＴ），形成全國電化教育應用網絡

（ＣＥＴＮＥＴ），充分開發和利用衛星頻道資源，提高資訊傳輸效率。  

（十）辦好電教報刊，加強電化教育的宣傳力度。各級電教刊物都要堅持正確的

辦刊方向，對有關電教的方針政策及法規要及時報道。對電教發展的新經驗、新

成果要及時進行總結、交流、推廣，發揮好宣傳和導向作用。  

（十一）充分發揮電化教育學術團體、協作組織的作用。加強對高校電化教育協

作組織的指導與支持。  

（十二）擴大電化教育的國際交流活動。繼續搞好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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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關於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意見 
 

教育部關於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意見（2002年 3月 1日）   

                              教師〔2002〕2號   

  為適應資訊化社會的發展要求，以資訊化帶動教育現代化，促進教師教育跨

越式的發展，積極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是一項緊迫的重要任務。現就"十五"

期間推進我國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工作，提出以下意見。  

    一、積極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資訊化是當今世界發展潮流，是國家社會發展的趨勢，資訊化水平已成為衡

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國家資訊化是我國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提高國民的資訊素養，培養資訊化人才是國家

資訊化建設的根本，教育資訊化是國家資訊化建設的重要基礎。教師教育資訊化

既是教育資訊化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推動教育資訊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當前，資訊化已經引起中小學的教育思想、觀念、內容、方法等方面發生深

刻變革。要實現資訊技術在中小學逐步普及和應用，建設一支數量足夠、質量合

格的具有較高資訊素養的中小學師資隊伍是關鍵。目前，我國以現有師範院校為

主體的教師教育機構，存在著資訊基礎設施和資源建設薄弱，現代資訊技術和教

育技術在教育教學中尚未普及，在教師教育中還不能廣泛應用現代遠程教育和網

絡教育手段等方面的問題，難以適應中小學資訊技術教育發展的需要。因此，教

師教育必須加快資訊化進程，加大資訊化建設力度，為全面提高中小學教師的資

訊素養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十五"期間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原則、發展目標和措施 

  "十五"期間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以鄧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現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和《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

划》，堅持解放思想，因地制宜，開拓創新，與時俱進，注重應用，立足於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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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新型中小學師資，全面提高中小學教師隊伍的資訊素

養。 

  “十五"期間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原則：以教育資訊基礎設施建設為基

礎，以資訊資源開發為核心，以推進現代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重

點，以提高教師教育質量為根本。 

  "十五"期間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發展目標： 

  --加快以各級各類師範院校為主體的教師教育機構資訊基礎設施和資源建

設，逐步構建全國教師教育資訊化網絡教育體系。 

  --全面推進現代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在教師教育中的普及和應用，顯著提高

中小學教師的資訊素養，促進資訊技術與學科課程的整合。 

  --積極促進教師教育教學方法和手段、管理體制和辦學方式的改革創新，探

索並初步構建資訊環境下教師教育的有效模式。 

  "十五"期間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措施： 

    1、加快教師教育資訊基礎設施建設 

    --建立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標準，規範和推進各級各類師範院校的資訊基礎設施

建設。每所師範院校都要能夠與中國教育科研網聯接，並結合自身條件，充分利

用現代遠程教育平台為廣大中小學教師提供豐富的教育服務。 

    --國家鼓勵和支持師範大學數字化學習環境的示範性建設。重點支持西部若干所

師範大學校園網建設與昇級改造工程。依托有條件的師範大學和其他高等學校建

設開放式教師教育網絡學院。 

    --配合中小學"校校通"工程的實施，加強各級教師培訓機構，特別是縣級教師培

訓機構的資訊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其為中小學教師開展校本培訓和日常教學提供

支持與服務的能力。國家將重點支持中西部貧困地區縣級教師培訓機構資訊基礎

設施建設。 

    --鼓勵和支持東西部地區師範院校之間廣泛開展資訊化建設的對口支援和相互

協作，實現全國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協同發展。 

    --繼續在師範院校廣泛、深入地開展"捐贈電腦助學行動"，支持廣大農村和貧困

地區中小學開展和普及資訊技術教育。 

    2、加快教師教育資訊資源建設 

    --加強衛星電視和電腦網絡等遠程教師教育優質資源的研究和開發，建立教師教

育資訊資源庫，開展教師教育遠程教育試點，大力發展遠程教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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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和支持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強教師教育資訊資源的開發。積極整合各類

教師教育資訊資源，加強區域性聯合，優勢互補，實現教師教育各類資訊資源的

共享。 

    --要充分利用各種教育資訊資源開展多種形式的教師教育改革實驗，建設本區域

的教師教育網絡資源服務中心和服務站台，與當地師範院校和中小學校園網連

通，以多種方式為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服務。   

    3、加強師範院校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等專業建設，培養、培訓適應普及資訊技

術教育需要的中小學教師  

    --有條件的師範院校要開設資訊技術教育等專業，逐步擴大招生名額。探索通過

雙學位、主輔修及加強選修課等形式，培養能基本勝任中小學資訊技術教育的師

資。引導高師院校資訊技術、教育技術等相關專業畢業生到中小學任教。  

    --加強師範院校資訊技術相關專業的建設，提高專業教育水平，增加碩士點和博

士點數量。 擴大教育技術等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規模。  

    --師範院校要開設資訊技術和現代教育技術公共必修課。加強師範院校資訊技術

相關公共課程教育教學改革和教材建設。  

    --不斷提高師範院校教師的資訊素養。5年內，各級各類師範院校的中青年教

師，要接受不同程度的資訊技術與教育技術的相關培訓，學會利用教學軟體和通

過網絡開展教育教學活動和教學研究。形成一批高水平的中小學教師資訊技術培

訓教材和教師指導用書。 

    --把資訊技術教育作為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各種方式對全

體中小學教師進行一輪現代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培訓。要特別加強對骨干教師的

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的培訓。  

    --加強對中小學資訊技術教育專職教師的培訓，爭取用 2至 3年時間對中小學資

訊技術教育骨干教師和網絡技術管理人員有針對性的輪訓一遍，不斷提高他們的

業務水平和能力。國家將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資訊技術教育師資和管理人員的培

訓。 

    4、以科學研究為先導，積極探索和構建現代資訊技術環境下教師教育教學與教

學管理新模式 

    --以科學研究為先導，鼓勵和支持各級師範院校應用多種資訊技術手段改革教師

教育，重視教師教育相關技術及標準的研究，鼓勵師範院校積極參與教師教育資

訊化重大技術項目的研究，初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遠程教師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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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資訊技術在教師教育教學過程中的普遍應用，促進資訊技術與教師教育各

個專業和學科課程的整合，引導和支持廣大教師在教學中廣泛運用電腦多媒體技

術、資訊網絡技術和教育技術等先進手段，改進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  

    --積極研究在資訊環境下教師教育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研究各類師範院校資

訊化教育管理的評價標準，推進教師教育管理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組織和發動廣大師範院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對教師教育資訊化以及師範院校和

中小學開展資訊技術教育內容、方法、途徑和教學模式以及一系列重要課題的研

究。   

    5、加強領導、管理和評估   

    --教育部將加強對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指導和協調，切實保證教師教育資訊化

建設扎實、穩步地實施。各級各類師範院校應成立由主管校領導任組長的教師教

育資訊化建設領導小組，負責本校資訊化建設的組織實施。   

    --加強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的有關政策研究，在引入市場機制、東西部聯合與合

作、教育資源開發、學位等方面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建立有效的評估體系，制

定有關資訊化建設的評估標準，通過有效的評估手段促進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健康

發展。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師範院校要強化資訊安全意識。確保教育資訊源的內容健

康、可靠和安全，防範不良資訊的擴散。在吸引外部資金的同時，要把質量和效

益放在第一位，淡化商業色彩，堅持教育在資訊化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避免商業

運作中產生失控的現象。 

    --教育部將組織專家，依據評估標準對各地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實施情況和重點項

目的進展情況進行檢查評估。   

    三、推進"十五"教師教育資訊化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充滿創新和挑戰，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師範院校既要解

放思想，勇於開拓，大膽創新，又要實事求是，扎實穩妥，因地制宜。要注意以

下幾個問題：  

    1、堅持統籌規划，突出重點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根據國家教師教育資訊化的總體部署，與本地教育資訊化建

設統一規划，制訂本地區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實施計划和政策，並具體指導教師教

育資訊化建設；各級各類師範院校根據國家、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的要求，立足本

校實際，制訂具體實施方案，並組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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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實施教師教育資訊化過程中要注意突

出重點，以點帶面。國家將重點支持對教師教育資訊化起示範和輻射作用的項

目，帶動全國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全面發展和整體水平提高。國家對東部地區和經

濟發達地區教師教育資訊化，主要給予政策支持與宏觀指導。   

    2、堅持資源共享，協同發展  

    --要積極開發和合理利用各類教師教育資訊資源，在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充分利

用現代遠程教育工程中已有的建設條件，重視衛星數字廣播在教師教育資訊化中

的積極作用。努力實現教師教育資訊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實

現各類資訊資源共享，促進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可持續發展。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統籌規划當地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與中小學普及資訊技

術教育和"校校通" 工程的實施，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益，相互促進，共同提

高。  

    3、堅持探索創新，注重應用  

    --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要突破傳統教師教育的時空

觀，廣泛應用現代資訊技術和教育技術，積極研究、探索和實踐在資訊環境下教

師教育教學的理論、觀念、內容、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和創新，推動我國教師教育

的跨越式發展和教師教育質量的顯著提高。   

    4、堅持政府引導，因地制宜 

    --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應採取國家、地方和學校三結合的多渠道經費籌措體制。

國家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專項經費投入將主要用於對教師教育資訊化有重要影

響的重大項目的支持以及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教師教育資訊化建設項目。  

    --各地在逐漸加大對本地教師教育資訊化的投入之外，要適時制定相關政策，鼓

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師範院校依托自身優勢，積極探索爭取國內外企業及社會各界

的支持與合作，引進技術、管理和資金，通過市場運作機制，實施捲動開發，在

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的同時，形成一批有特色的教育資訊產業。保證教師教育資

訊化建設的良性循環發展。 

  請按照本意見精神，結合本地區和學校實際，積極推進教師教育資訊化工

作，並將執行中的問題和意見及時報告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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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印發《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 
 

實施辦法（試行）”和“《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 

應用示範區建設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2002年 11月 27日） 

教發廳〔2002〕22號 

為進一步加快教育資訊化的建設步伐，推動全國教育管理資訊化工作向規範化和

健康化方向發展，我部發布實施了《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第一部分：學校管

理資訊標準）（教發[2002]27號）。為配合該標準的實施和應用，現將《〈教育

管理資訊化標準〉實施辦法（試行）》和《〈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應用示範區

建設實施辦法（試行）》印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並做好相關工作。 

《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實施辦法（試行） 

一、意義、任務及要求 

資訊標準化是組織現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礎。加強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對發

展教育事業，保障教育資訊化健康有序發展，建立健全我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

學校的管理資訊系統，提高管理水平，合理開發和使用教育管理資訊化軟體產品，

保證產品質量，提高社會和經濟效益具有重要意義。  

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制定和完善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

貫徹實施《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和對《標準》的實施進

行監督；運用標準化手段為教育管理資訊化建設服務。  

《標準》是教育管理資訊系統的建立、教育管理軟體產品的研制、生產、檢測、

使用和技術服務等項活動的技術依據，有關部門和學校要嚴格貫徹執行。  

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是教育資訊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教育行政部

門、學校和從事教育管理軟體產品開發、生產、服務的企事業單位要把《標準》

納入本部門、本單位的工作中，並加強領導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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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管理 

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

學校要予以高度重視，並建立使用《標準》的相關制度和辦法。  

教育部負責《標準》的制定和管理工作，組織推動《標準》的貫徹實施，並對《標

準》的貫徹實施情況進行監督。通過制定政策、提出要求、開展工作、進行示範

等措施以推動《標準》的有效貫徹；通過檢查和建立教育管理類軟體的準入制度

等措施對《標準》的貫徹實施情況進行監督。  

教育部負責國家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的組織領導，由教育部發展規划司負責

組織領導和協調全國《標準》的貫徹實施和監督工作，委托教育部教育管理資訊

中心對《標準》的實施工作進行技術、業務指導。  

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本地區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的貫徹實施，具體工作

由負責計划統計工作的部門和資訊中心共同負責；各地（市）、縣級教育行政部

門負責所屬地區教育管理資訊標準化工作的組織實施，具體工作由負責計划統計

工作的部門和負責教育資訊化工作的部門共同負責。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要為所屬

學校和單位使用《標準》創造必要的條件，並對《標準》的貫徹實施工作進行監

督和檢查。  

各級各類學校和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應根據本單位的工作需要，組織有關人員學

習、了解並掌握《標準》，加強《標準》的落實和實施。同時，要通過各種渠道，

對《標準》進行宣傳、介紹。  

三、《標準》的貫徹實施 

自《標準》發布之日起，未進行教育管理資訊系統建設的教育單位都應嚴格按照

《標準》進行建設；已開展該項工作的單位，若有與《標準》相抵触的，必須於

2003年 6月底以前予以糾正，並對系統進行改造。  

推動《標準》貫徹實施的辦法：   

（1）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對現有管理資訊工作進行檢查，對正在使用的、未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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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管理軟體，於 2003年 6月底前根據《標準》進行改造；對新開展的

管理資訊系統建設工作，實行軟體審核準入制度，逐步完成教育系統教育管理資

訊工作的標準化，實現教育管理資訊資源共享。   

（2）建立符合《標準》的覆蓋全國的教育管理資訊網絡，逐步實現中央、省、

地（市）、縣和學校間教育管理資訊雙向交流的網絡系統，拓寬教育管理資訊對

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服務面。在《標準》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覆蓋全國的

教育基礎資料庫系統，盡快實現全國範圍內的教育資料資源的交流與共享，以及

教育統計及管理資訊的網上收集與發布，並開展有關教育資訊的採集與抽樣工

作。 

（3）對上報教育部的教育管理資訊按照《標準》進行審查。 

（4）大力推動《標準》在教育資訊化工作中的應用。在教育資訊化建設的各項

工作中，涉及本《標準》的內容，要全面採用《標準》，並對各地教育行政部門

和學校資訊化建設工作中《標準》的採用情況實施監督和檢查。 

（5）加強對《標準》的宣傳和人員培訓，建立《標準》的宣傳、人員培訓及相

關崗位資格認證體系。 

（6）開展《標準》的應用示範工作。2003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完成

1-2個地區（原則上地市級 1個，區縣級 1個）的《標準》應用示範區建設。同

時，選擇部分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進行《標準》應用示範校的建設。 

（7）建立教育管理軟體準入制度。成立相應的評測認證機構，對進入教育系統

的管理軟體嚴格把關，只有經檢測符合《標準》的軟體產品方可在教育系統推廣

使用。 

（8）建立《標準》的擴充和完善機制。  

四、《標準》實施的監督 

對《標準》實施情況的監督主要通過如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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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抽查  

教育部將不定期地組織對教育系統貫徹實施《標準》的情況進行抽查，對落實情

況好的地區和學校進行表彰，對不符合《標準》的現象予以糾正。各級教育行政

部門也應經常對所屬學校貫徹實施《標準》的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

正，確保《標準》的順利實施。  

產品抽查 

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應定期組織對企業開發和學校使用的軟體產品進行抽查，並公

布檢查結果。要加大標準化軟體產品的開發力度，盡快用符合《標準》的軟體產

品替代非標準化的軟體產品。逐步強制使用符合《標準》的軟體產品。    

《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應用示範區建設實施辦法（試行） 

一、建設內容、意義及要求 

為進一步推動《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貫徹實施，建立

《標準》的應用示範基地，積累《標準》應用的經驗和成果，加速《標準》在全

國範圍內的應用和推廣，根據《教育部關於發布實施〈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第

一部分：學校管理資訊標準）的通知》（教發[2002]27號）精神，決定在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選擇 1-2個有條件的地區（原則上地市級 1個，區縣級 1個）建

立《標準》應用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  

示範區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區域內，利用電腦及網絡等現代資訊技術手段建立符

合《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的區域管理資訊系統，為區域內的學校和教育行政部

門的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服務；並建立一條快捷的教育資訊收集和發布渠道，為各

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和決策提供及時、可靠的資訊。  

示範區的建成，對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工作的作用和意義體現在： 

（1）各級政府獲取全面、準確、及時的教育資訊，為政府的科學、準確決策（特

別是與教育有關的宏觀決策）提供依據。   

（2）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建立一條方便、快捷、暢通的教育資訊收集與發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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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能為各級政府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提供及時可靠的教育資訊，還能為本部門

的管理和決策提供大量的資訊服務，實現教育管理資訊資源的交流與共享。同時，

通過建立相應的業務資源管理系統，提高部門內部的辦公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3）學校可以方便地滿足各級政府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的資訊需求，對外實現

聯網，進行資訊資源的交流與共享，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學提供服務。同時，通過

建立學校內部的辦公及綜合業務資源管理系統，實現學校主要工作的電腦管理，

提高學校的管理水平。  

二、示範區建設條件 

示範區建設必須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負責領導和組織實施，並具有相應的組織實

施機構。  

突出發揮地方發展特色，在同類區域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對周圍和同類地區

具有示範引導和輻射作用。  

示範區與同類地區相比，必須具有較好的教育資訊化建設條件，必須保證相當數

量獨立建制的學校與示範區教育行政部門實現網絡連接。  

制定科學可行的示範區發展總體規划和方案，具有超前性和先導性，示範作用突

出，可操作性強。  

三、申報與審批 

示範區的申報由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向教育部推荐，並提交申報材料。 

鑒於示範區的建設涉及到校園網、城域網、《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應用等技術

問題，為此，委托教育部教育管理資訊中心具體負責示範區申報材料的評審工作。

各地將示範區申報材料送寄教育部教育管理資訊中心。 

申報材料包括：所在地區教育行政部門申請報告；所在地區教育資訊化建設的現

狀，特別是教育管理資訊化建設的現狀；所在地區教育區域網建設方案；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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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教育資訊化建設工作計划；示範區申請表。  

教育部在對申報材料審核后，對符合要求的，授予申請單位“《教育管理資訊化

標準》應用示範區”組織實施資格，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實施。經過一定時

期的實施，由組織實施單位申請考核、驗收，教育部直接或委托省級教育行政部

門進行全面考核、驗收。經考核、驗收合格，授予“《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應

用示範區”稱號，正式掛牌。  

考核標準   

（1）應作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重點，列入教育行政部門日常工作，由當

地教育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協調並組織實施。  

（2）具有適應教育資訊化發展的組織實施機構。  

（3）使用符合《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的示範軟體系統，實現學校和教育行政

部門業務管理工作的電腦化，並實現教育管理資訊從學校基層的資料錄入、管理、

查詢、統計、分析、上報（含網上上報等多種方式）整個過程的電腦化。   

（4）示範區內 90％以上獨立建制的學校安裝使用符合《教育管理資訊化標準》

的示範軟體。  

四、實施和管理 

示範區由教育部發展規划司負責管理，進行統籌規划、協調布局，教育部教育管

理資訊中心負責業務和技術指導。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計划統計工作的部門

和資訊中心負責本地區示範區的推荐，並協助示範區的建設。  

示範區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實施。  

各地要做好示範區建設發展規划和布局，充分發揮示範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各級示範區的上級主管部門應對示範區建設給予傾斜支持，加強管理，不斷總結

經驗，交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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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將對示範區建設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   

（1）政策指導與技術支持；   

（2）開展有關教育資訊化的建設項目時，優先考慮示範區；   

（3）加強對示範區的宣傳，並對示範區的經驗和成果進行推廣應用，推動全國

教育管理資訊化建設；   

（4）對優秀示範區進行表彰和鼓勵。  

示範區建設於 2003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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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加快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建設的指導意見（草案） 
 

（2000年 1月 9日修改稿）   

  一、加快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建設的重大意義  

  人類即將跨入 21世紀，資訊社會已經來臨,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預示著人類

經濟社會生活將發生新的巨大變化，資訊的獲取、傳輸、處理和應用能力將作為

人們最基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標志。以電腦技術、微電子技術和通信技術為特

征的現代資訊技術，已在社會各個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產

與生活方式、工作與學習方式。當今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資訊技術，我國如不

在資訊技術教育方面加快發展，就會拉大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  

  在全國中小學積極推進資訊技術教育，促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教學的改革，

是貫徹鄧小平同志“三個面向”指示精神，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需要；是落實《面

向 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划》，深化基礎教育改革，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需要；

是面向 21世紀國際競爭，提高綜合國力和全民素質，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

能力的新型人才的需要。早在 1984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電腦普及要從娃

娃做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

“大力提高教育技術手段的現代化水平和教育資訊化程度。”“在高中階段的學

校和有條件的初中、小學普及電腦操作和資訊技術教育，使教育科研網絡進入全

部高等學校和骨干中等職業學校，逐步進入中小學。”因此，教育部決定加快中

小學資訊技術課程的建設，是積極推進資訊技術教育的重要措施。這對於全面推

進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對於加快教育現代化進程，鞏固“普

九”成果，提高“普九”水平；對於推動教育消費，促進教育產業發展，為國民

經濟發展作貢獻，都具有重大意義。  

  二、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的若干重要問題  

  1．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的性質與任務：資訊技術課程是中小學一門知識性

與技能性相結合的基礎工具課程，應作為必修課單獨開設。  

    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的任務是：培養學生對資訊技術的興趣和意識，讓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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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掌握資訊技術基本知識和技能，使學生具有獲取資訊、傳輸資訊、處理資訊

和應用資訊技術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養，為他們適應資訊社會的學

習、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礎。  

  2．課程目標  

    資訊技術課程設置應考慮學生心智發展水平和不同年齡階段的知識經驗和情感

需求。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的教學和學習內容安排應有各自明確的目標，並要

體現出各階段的側重點。各階段都要注意培養學生利用資訊技術進行學習的能力

和探索、創新精神。  

  各學段的教學目標是：  

  小學階段（1）了解資訊技術的應用環境和資訊的一些表現形式。（2）建立

對電腦的感性認識，了解資訊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培養學生學習、使用電

腦的興趣和意識。（3）初步學會用電腦處理文字、圖形的技能。（4）養成良好

的電腦使用習慣。  

  初中階段（1）增強學生的資訊意識，了解資訊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

響。（2）了解電腦基本工作原理和學會文字、圖形的處理技能，初步掌握資訊

獲取、處理的基本方法。（3）樹立正確的知識產權意識，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 

  高中階段（1）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資訊意識，進一步了解資訊技術的發展及

其對社會的影響。（2）理解電腦基本工作原理和了解網絡的基本知識，學會資

訊獲取、傳輸、處理、應用的基本方法，初步學會資料處理的基本方法。（3）

了解程序設計的基本思想，培養邏輯思維能力。（4）樹立正確的科學態度，自

覺依法進行與資訊有關的活動。  

  3．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  

  教學內容：當前中小學資訊技術課程宜以電腦和網絡技術為主，其教學內容

見附件。附件中所列教學內容分為基本模塊和拓展模塊，各地區可根據課程目標

和當地的實際情況在以上兩類模塊中選取適當的內容以完成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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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內容的選取應考慮資訊社會對公民的基本要求，既要符合中、小學教育規

律，又要體現時代特征。  

  課時安排：小學、初中資訊技術課程，一般不少於 68學時；高中資訊技術

課程一般為 70-148學時。上機課時不應少於總學時的 70%。  

  4．教材編寫原則  

  （1）實行“多綱多本”，統一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各省級教育部門可以按

照《指導意見》的要求，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制定本地區使用的教學大綱，指

導編寫或選用教材。  

  （2）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應以培養應用資訊技術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為主線。

教材內容以基本知識、基本操作和應用為主。  

  （3）教材體系應以“模塊化”結構組織教學內容以適應技術的發展。  

  （4）教材內容安排應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要注意採用學生所樂意接受的

方式，使學生不但“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5）知識及技能的傳授應以完成典型“任務”為主，注重學生解決問題能

力的培養。教材內容應從完成提出的某一 “任務”著手，通過講解或操作實踐

使學生完成“任務”，從而達到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

能力。  

  5．教學評價  

  本著對發展學生個性和創造精神有利的原則，評價的方式應靈活多樣，可以

採用考試、考查和評估學生作品的方法。  

    不論採用什麼方式進行評價都應鼓勵學生創新，使檢查學生學習質量的手段和

方法象資訊技術本身的發展一樣充滿活力。  

  資訊技術必修課程在中學列入畢業考試科目。在條件成熟時，也可考慮作為

普通高校招生考試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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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織與實施  

  （1）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要提高思想認識，明確此項工作的重要意義。要

加強領導，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有計划地使此項工作順利開展。  

  （2）全國普通高級中學最遲於 2001學年開設資訊技術必修課程。城市初級

中學最遲於 2001學年開設資訊技術必修課程；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初級中學，

最遲於 2003學年開始開設資訊技術必修課程；其他地區的初級中學最遲於 2005

學年開設資訊技術必修課程。  

  城市和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小學最遲於 2005年學年普及資訊技術教育；其

他地區的小學最遲於 2010學年普及資訊技術教育。  

  各地各校應積極創造條件，因地制宜，爭取盡快實施上述規划目標，有條件

的地區可以提前實現以上規划目標。  

  （3）在中小學開設資訊技術課程，需要很大的資金投入。各級政府和教育

行政部門要根據財力情況，每年安排一定數量的專項經費用於資訊技術課程建

設，並保證隨著經濟的增長逐年有所增加。專項經費來源可明確規定為：財政撥

款、部分教育設備費、部分城鄉教育附加費、部分勤工儉學收入。還可採用多種

方式籌集經費（如貸款），爭取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4）要做好資訊技術課程教師的培訓工作, 使教師能夠適應新的課程教學

的要求。各地要根據文件精神和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培訓大綱和培訓內容，編寫培

訓教材。要建立國家、地方和學校的三級培訓體系，利用多種渠道進行培訓。  

  附件：  

  教學內容：以下模塊分為兩類，不帶星號“*”的為基本模塊，帶星號“*”

的為拓展模塊。  

  小學：  

  模塊一 資訊技術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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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了解資訊技術基本工具的作用，如電腦、雷達、電視、電話等。2. 了解

電腦各個部件的作用，掌握鍵盤和滑鼠器的基本操作。3. 認識多媒體，了解電

腦在其他學科學習中的一些應用。  

  模塊二 操作系統的簡單操作  

  (1) 掌握操作系統的簡單使用。(2) 學會對文件和文件夾（目錄）的基本操

作。  

  模塊三 用電腦畫畫  

  1. 繪圖工具的使用。2. 圖形的制作。3. 圖形的著色。4. 圖形的修改、復制、

組合等處理。  

  模塊四 用電腦作文  

  (1) 中文字輸入。(2) 文字處理的基本操作。(3) 文章的編輯、排版和保存。 

  * 模塊五 網絡的簡單應用  

  1. 學會用瀏覽器收集材料。2. 學會使用電子信件。  

  * 模塊六 用電腦制作多媒體作品 

1. 多媒體作品的簡單介紹。2. 多媒體作品的編輯。3. 多媒體作品的展示。  

  初中：  

  模塊一 資訊技術簡介  

  1. 資訊與資訊社會。2. 資訊技術應用初步。 資訊技術發展趨勢。4. 電腦在

資訊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5. 電腦的基本結構和軟體簡介。  

  模塊二 操作系統簡介  

  1. 操作系統的基本概念及發展。2. 使用者界面的基本概念和操作。3.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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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件夾（目錄）的組織結構及基本操作。4. 操作系統簡單工作原理。  

  模塊三 文字處理的基本方法  

  1. 中文字輸入。2. 文本的編輯、修改。3. 版式的設計。  

  * 模塊四 用電腦處理資料  

  1. 電子表格的基本知識。2. 表格資料的輸入和編輯。3. 資料的表格處理。

4. 資料圖表的創建。  

  * 模塊五 網絡基礎及其應用  

  1. 網絡的基本概念。2. 因特網及其提供的資訊服務。3. 資訊的搜索、瀏覽

及下載。4. 電子信件的使用。   

  (5) 網頁制作  

  * 模塊六 用電腦制作多媒體作品  

  1. 多媒體介紹。2. 多媒體作品文字的編輯。3. 作品中各種媒體資料的使用。

4. 作品的組織和展示。  

  模塊七 電腦系統的硬體和軟體  

  1. 資料在電腦中的表示。2. 電腦硬體及基本工作原理。3. 電腦的軟體系統。

4. 電腦安全。5. 電腦使用的道德規範。 

6. 電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高中：  

  模塊一 資訊技術基礎  

  1. 資訊與資訊處理。2. 資訊技術的應用。3. 資訊技術發展展望。4. 電腦與

資訊技術。5. 電腦的基本結構和軟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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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塊二 操作系統簡介  

  1. 操作系統的概念和發展。2. 使用者界面的基本概念和操作。3. 文件、文

件夾（目錄）的組織結構及基本操作。  

4. 系統中軟硬體資源的管理和維護。5. 操作系統簡單工作原理。  

  模塊三 文字處理的基本方法  

  1. 中文字的輸入。2. 文本的編輯。3. 其他對象的插入。4. 特殊效果的處理。

5. 版式設計。  

  模塊四 網絡基礎及其應用  

  1. 網絡通信基礎。2. 因特網及其提供的資訊服務。3. 因特網上資訊的搜索、

瀏覽和下載。4. 電子信件的使用。5. 因特網上其他應用。6. 網頁制作。  

  模塊五 資料庫初步  

  1資料庫基本概念。2資料庫的操作環境及其操作。3資料的組織與利用。  

  模塊六 程序設計方法  

  1問題的算法表示。2算法的程序實現。3程序設計思想和方法。  

  * 模塊七 用電腦制作多媒體作品  

  (1) 多媒體著作工具及其特點。(2) 各類媒體資料的處理與使用。(3) 多媒體

作品的制作。(4) 多媒體作品的發布。  

  模塊八 電腦硬體結構及軟體系統  

  1. 資訊的數字化表示。2. 電腦的硬體及基本工作原理。3. 軟體系統簡介。

4. 電腦的安全。5. 電腦使用道德規範。6. 電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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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電化教育規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促進中小學電化教育工作並加強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及有關規定，制定本規程。 

    第二條 中小學校電化教育是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運用投影、幻燈、錄音、錄影、

廣播、電影、電視、電腦等現代教育技術，傳遞教育資訊，並對這一過程進行設

計、研究和管理的一種教育形式。是促進學校教育教學改革、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的有效途徑和方法。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第三條 中小學校開展電化教育應從實際出發，堅持因地制宜、講求實效、逐

步提高的原則。要充分發揮各種電教媒體在教育教學中的作用，注重教學應用與

研究。 

    第四條 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應積極創造條件，扶持中小學校開展電化教

育，將中小學電化教育工作列入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划。 

第二章 機構與職能 

    第五條 中小學校應建立專門機構或指定有關部門負責電化教育。其名稱可根據

學校的規模稱為電化教育室（中心）或電化教育組，規模較小的中小學校也可在

教學管理部門設專人或兼職人員負責此項工作。 

    第六條 中小學校電化教育機構要在學校的統一管理下，與校內各相關部門相

互配合，完成電化教育工作，其主要職責： 

1. 擬定學校電化教育工作計划，協調學校各部門開展電化教育工作，並承

擔其中一部分教學任務。 

2. 收集、購置、編制、管理電化教育教材和資料。 

3. 維護、管理電化教育器材、設備、設施。 

4. 組織教師參加電化教育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培訓。 

5. 組織並參與電化教育的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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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中小學從事電化教育的人員編制，由學校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在

學校教職工總編制內確定，按學校規模和電化教育開展的實際配備專職或兼職電

教人員 

    第八條 中小學校電化教育機構的負責人應有較高的政治素質、熟悉電教業

務，有較強的教學和管理能力，一般應具有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電化教育機

構的負責人應保持相對穩定。 

第三章 電教專職人員與學科教師   

    第九條 中小學校電化教育機構的專職人員是教學人員，必須具備教師資格，

熟悉教學業務，掌握電化教育的知識、技能和技巧。中小學校電教專職人員應通

過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業務培訓與考核，不斷提高電化教育水平。  

第十條 中小學校電化教育專職人員的專業技術職務按國家規定評聘。在評審與

聘任時，要充分考慮電化教育工作的性質與特點。   

    第十一條 電化教育專職人員要組織、指導學科教師開展電化教學。  

    中小學校應聘請優秀教師作為電化教育機構的兼職人員開展工作。教師擔任電

教機構的工作或編制教材、資料應計算教學工作量。優秀的電教教材、電教研究

成果，應與相應的科研、教學研究成果同等對待。教師開展電化教學的實績，應

作為考核教師的內容。  

    第十二條 學科教師要增強現代教育意識，學習並掌握電化教育的基本知識和

技能；積極採用現代教學手段，開展電化教學；研究電教教材教法；總結電化教

學經驗，提高教學質量和效率。 

第四章 經費與設備   

    第十三條 中小學校開展電化教育要有必要的經費保證，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門要逐年增加對中小學電化教育經費的投入。學校應確定一定的經費比例開展

電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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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電化教育的設備是開展電化教育的基礎。學校要按照地方教育行政

部門制定的有關中小學校電化教育教學儀器設備配備目錄，根據教學的實際需

要，統籌配備電化教育設備。要加強電化教育設備、設施的維護和管理，提高利

用率。 

  第十五條 學校電化教育設備、設施是為教育教學服務的，不得挪作它用。 

第五章 電教教材與資料 

    第十六條 開展電化教育的中小學校要加強電教教材（音像、多媒體）、資料

建設，保證有足夠的經費用於配備電教教材、資料，做到與電教設備、設施建設

同步發展。 

    第十七條 中上學校應根據教學的需要，合理選擇和配備由中央和省級教育行

政部門印發的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所列入的全國或地方通用的電教教材，有條件

的學校可根據實際需要自行編制補充性電教教材供學校教學使用，要做好學校電

教教材的管理和應用工作。 

    第十八條 中小學校電教教材、資料的編輯、出版不得違反《著作權法》；中

小學校不得使用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非法的音像制品。 

 第六章 管理與領導 

    第十九條 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主管本地區的中小學校電化教育工作，制定

本地區電化教育發展規划及工作計划，並檢查、評估和督導中小學校電化教育工

作，協調電教、教研、裝備、師訓部門保障學校電化教育工作的健康發展。 

    第二十條 地方各級電化教育館（中心）是當地中小學電化教育的教材（資料）

中心、研究中心、人員培訓和技術服務中心，教育行政部門應加強對中小學校電

化教育工作的管理與指導。 

    第二十一條 中小學校要貫徹上級關於電化教育的各項方針、政策，加強對電

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將其納入學校整體工作之中，並要有一名校級領導主管電化

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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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中小學校要重視對學科教師開展電化教育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培

訓，有計划地組織不同層次、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教師培訓活動，推動學校電

化教育工作廣泛深入的開展。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規程適用於普通中小學校。中等專業學校、中等技術學校、技

工學校、職業中學、特殊教育學校、幼兒園，可參照執行。 

  第二十四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行政部門可根據本規程，結合本地

區實際，制訂實施細則。 

    第二十五條 本規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關規定凡與本規程有不符的，

以本規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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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大學暫行規定  

（1988年 5月 16日國家教委發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廣播電視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組成部門。為了加強宏觀管

理，保證教育質量，促進廣播電視大學的發展，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廣播電視大學是指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地方廣播電視大

學及其分校、教學管理工作站（以下簡稱“工作站”）。  

  第三條 廣播電視大學應以“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

必須依靠教育”為辦學的指導思想，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政策，培養社會主義

建設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 

  第四條 廣播電視大學應加強同普通高等學校、成人高等學校和高等教育自

學考試工作機構之間的聯系和協作。 

第二章 性質與任務 

  第五條 廣播電視大學是採用廣播、電視、印刷和視聽教材等媒體進行地遠

距離教學的開放性高等學校，是在教學上實行統籌規划、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

遠距離教育系統。 

  第六條 廣播電視大學的主要任務是：舉辦以高等專科為主的學曆教育，同

時，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及社會各界的職業技術教育、崗位培訓、專業培訓、繼

續教育提供教學服務。 

第三章 設置原則 

  第七條 設置廣播電視大學及其分校、工作站，應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和辦學條件的可能，統籌規划，合理布局，處理好發展廣播電視教育同發展其他

各類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的關係，講求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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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計

划單列市）設置。 

  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含地級市，下同）可根據在籍學生人數設置廣播電視

大學分校。直轄市（計划單列市）所屬市，可根據辦學任務及在籍學生人數設置

廣播電視大學分校或工作站。 

  縣（含縣級市，下同）和各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可根據在籍學生

人數及其他類成人教育的需要，統籌設立相應的工作站。  

  廣播電視大學分校及工作站，根據教學管理的需要組建教學班。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可舉辦實驗性直屬教學班。 

  第八條 廣播電視大學設置專業和課程，應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符合

通用性強，適應面廣、學員視聽率高的原則。 

  廣播電視大學高等專科專業，可分別由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

列市）廣播電視大學及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分校設置。 

  廣播電視大學可按以上原則接受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委托設置專業和課程。 

  第九條 廣播電視大學可根據人才需求附設中專部。 

  中專部的專業或課程，可分別由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

廣播電視大學及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分校設置。 

第四章 設置標準 

  第十條 設置廣播電視大學及其分校，應當配備具有較高政府素質和管理能

力，達到大學本科畢業文化水平，熟悉遠距離教育規律的專職校長和副校長。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及其分校應配備一定數量

的教學管理人員和專職或兼職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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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工作站，應當配備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管理能力，達到大學專科畢業

以上文化水平的專職負責人。 

  第十一條 設置廣播電視大學，須配備與教學任務相適應的合格教師。 

  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師須具有與所擔任教學工作相適應的學術水平，懂得遠距

離教育的教學法，並具有編寫輔導教材和進行面授輔導的能力。 

  第十二條 廣播電視大學的專任或兼任教師，均須通過任課資格審查，方可

擔任課程教學，其資格審查和聘任辦法，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廣播電視大學每個專業至少應當分別配備具有副教授或相當於副教授以上

職務的專任或兼任教師兩名，每門課程至少應當分別配備具有講師或相當於講師

以上職務的專任或兼任主講教師一名。輔導教師的配備標準按國家有關規定執

行。 

  廣播電視大學全國統一開設課程的主講教師和教材主編應從全國範圍內擇

優聘任。 

  第十三條 廣播電視大學所需的基本建設投資和辦學經費，須有穩定的來源

和切實的保證。學員人均經常費開支標準和解決辦法，應區別不同的辦學層次，

學科類別及學習年限，按國家或地方人民政府的規定執行。 

  第十四條 設置廣播電視大學、須具有與學校任務和規模相適應的固定校

舍、圖書資料、儀器設備，有相對穩定（含租用）的教學實習、實驗基地。 

第五章 審批程序 

  第十五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設置和變更，

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人民政府審核，報國家教育委員會批準； 

  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廣播電視大學分校、直轄市（計划單列市）的市區分校

或工作站的設置和變更，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報上一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核，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人民政府批準，報國家教育委員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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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和各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廣播電視大學工作站的設置和變更，

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核，所在地人民政府批準，報上一級教育行政部門備案。 

  第十六條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設置專業的科類計划和崗位培訓、專業培訓、

繼續教育的課程及附設中專部，由國家教育委員會審核批準。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及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分

校設置專科專業和崗位培訓、專業培訓、繼續教育的課程及附設中專部，由省、

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教育行政部門審核批準，報國家教育委員會備案。 

  第十七條 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教育行政部門應在規定

職權內，依照本規定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規定，分別對廣播電視大學申請設置或變

更學校專業及課程進行全面審查，並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 

第六章 職責 

  第十八條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職責： 

1. 舉辦全國統一開設的專業科類，制訂相應的教學計划和統一開設課程的教

學大綱；  

2. 負責編審統一開設課程的印刷教材，制作視聽教材，並出版發行；  

3. 負責統一開設課程的考試和命題工作；  

4. 加強師資、技術人員、管理干部培訓工作；  

5. 開展遠距離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研究；  

6. 指導省、自治區、直轄市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業務工作。  

  第十九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職責： 

1. 舉辦面向本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統一開設的專業，制訂相

應的教學計划，並組織實施； 

2. 擬訂自行開設課程的教學大綱，編寫自行開設課程的印刷教材及教學輔導

資料，制作自行開設課程的視聽教材； 

3. 組織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統一開設課程的考試及評卷，負責自開課程的考試

和命題等工作； 

4. 根據教育行政部門的有關規定，制定教學、教務、考務、學籍等管理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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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組織實施。負責錄取新生，頒發畢業證書、單科證書、結業證書； 

5. 培訓師資，開展教學研究，總結交流辦學、教學經驗； 

6. 指導廣播電視大學分校和工作站的教學業務工作； 

7. 指導學生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十條 廣播電視大學分校和直轄市（計划單列市）的市區廣播電視大學

分校或工作站的職責： 

1. 按照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計划，

組織聽課、輔導、答疑、批改作業、考試、考核、實驗、實習、畢業作業

（論文）等教學活動；  

2. 貫徹執行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頒發的關於教學、教務、考務、學籍管理等規

章制度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制定的相應的

管理細則；  

3. 負責所屬工作站、教學班的組建和教學管理；  

4. 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5. 頒發結業證書；  

6. 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分校須負責面向本地區自辦的專科畢業及其他層次教

育的教學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條 廣播電視大學工作站的職責： 

1. 聘請輔導教師和非學曆教育自開課程的任課教師；  

2. 負責各教學環節的組織工作和教學班的各項管理工作；  

3. 做好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七章 教學 

  第二十二條 廣播電視大學面向全社會實施開放教學。採取視聽、自學、函

授、面授輔導相結合的教學形式。以視聽和自學為主。 

  第二十三條 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過程採用全國統一開設課程和地主自行

開設課程相結合，以全國統一開設課程為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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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廣播電視大學舉辦的學曆教育，學員須通過國家規定的入學考

試，方能取得學籍。學籍管理辦法由國家教育委員會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條 廣播電視大學舉辦的學曆教育實行學分制和學年制，並逐步向

完全的學分制過渡。 

  實行學年制，應根據全日學習或業余學習和學科類別的需要確定學制。 

  實行學分制，應根據學科類別的需要，確定各門課程的學分。適當縮短或延

長學員的學習年限。 

  第二十六條 廣播電視大學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參加與各類高等教育和中

等職業技術教育聯合辦學。在相同層次、專業範圍內逐步實行廣播電視大學和其

他類成人教育相互承認學分或成績。 

第八章 管理體制 

  第二十七條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為國家教育委員會直屬高等學校，接受國家

教育委員會的領導和管理。 

  第二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為省、自治

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人民政府所屬高等學校，接受同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和

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教學業務接受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指導。 

  第二十九條 省、自治區所屬地區廣播電視大學分校，直轄市（計划單列市）

的市區廣播電視大學分校或工作站，行政上接受同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和教育行政

部門的管理，教學業務接受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划單列市）廣播電視大學的

指導和管理。 

  第三十條 縣或各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心單位的廣播電視大學工作站及

其教學班，接受縣人民政府或本單位領導，接受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教

學業務接受隸屬的廣播電視大學及其分校的指導和管理。 

第九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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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依照本規定，分別負

責對廣播電視大學進行檢查、考核，凡不符合本規定的，須予以整頓。整頓辦法

由國家教育委員會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條 本規定施行前的有關規定，凡與本規定相抵触的，以本規定為

準。 

  第三十三條 本規定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三十四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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