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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中，民族院校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加强教育信息化

建设，推进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本文主要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民族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应

采取的具体措施谈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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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化，教育部提

出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整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目

前，各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把教育信息化摆在

十分重要的地位，积极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民族

院校在教育改革进程中也已深深体会到教育信息化

程度的高低对教育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近几年，各

民族院校都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教育信息化工作，

尤其是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民族院校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对民族人才的需求，全面开展教

育改革；同时教育部提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具体要

求，为西部院校提供教育信息化资金支持，使民族院

校教育信息化进入大发展时期。纷纷建立校园网并

与中国教育科研网连接，使学校广大师生利用校园

网实现资源共享，部分办公实现自动化。但与其他

非民族院校相比，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教育改

革对教育信息化的要求差距较大。今后民族院校教

育信息化应如何更深层次地开展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民族院校教

育信息化建设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民族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必

要性

所谓教育信息化，就是指学校为适应信息化社

会的要求，营造信息应用环境，整合教育资源，促进

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教学、科研、学习、管理、后

勤服务等各方面全面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

通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育教学全过程

的信息化。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教育信息化不仅仅

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不只是停留在技术层

面上，更多的是涉及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思

想、教育观念、教学目的、教学方法等，是对传统教育

理念的一次全面的更新与变革，它的最终目的是实

现教育现代化，培养创新型人才。

!$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民族院校主动适应信息社会

的需要

当前高等院校的三大功能——— 知识的产生、传

播和应用正在逐步演变，特别是前两种，知识产生功

能正在逐步增强，知识传播的形式多样、速度加快。

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社会对高校的责任观点已达

成共识，即高校有教育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

三项重任。判断一所高校在社会上的地位，必须将这

三点考虑其中。因此，民族院校必须加快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步伐，通过网络教育，使人们学习知识不再受

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这样，争论多年的高校要宽进严

出，扩大招生规模在网络信息时代变得迎刃而解。

人类的知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集

成，并向更广大的范围传播和转化，加速知识信息的

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缩短从知识创造到应用的

周期，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已成为发展知识

经济的关键。作为一个主体（教学）、两项职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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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三大任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当代高等

院校，其教学过程本身就是知识信息的掌握和传播，

科学研究活动是知识信息的创造与加工，而社会服

务则是知识信息的共享与应用。因此，民族院校要

真正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就必须要加快

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服务；加快构筑与学校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

体系，对外进一步开放教学资源，为提高自身竞争能

力创造条件。

$%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民族院校提高管理决策水平

的需要

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从科学管理到信息

资源管理的思想演变过程，是管理重心从产品管理

到人本管理再到信息资源管理的变化过程，如今的

管理已从工业时代的旧范式发展为信息时代的新范

式。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信息流调节着人流与

物流的数量与方向，行使着组织、计划、指令、协调和

控制等职能。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将组织中的成员联

系起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可见，信息在管理活

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作为知识

创新和知识传播主体的民族院校，就必须要把信息

管理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战略环节，将

信息发展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

借助信息技术，提高信息交流效率，充分调动广大教

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积极性。

&%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民族院校提高办学水平的需

要

知识经济时代实际上是现代科技与经济社会互

动发展的时代。信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信息

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信息化，要求高等院校培养

出的学生，既要具有新技术需要的一切技能，更要具

备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通过开发和

利用自己的智能，学会发展自己。信息技术的发展

则为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信息的共享

和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而创

新系统的平衡运作又依赖于知识信息流的流动性。

这就要求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中起关键作用的高

等院校，必须将信息化建设作为一种迎合性措施，来

确保学校知识信息流动渠道的畅通，使信息技术所

提供的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发明创新能力有

机结合，从而不断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技术

创新能力。

二、加强民族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应采

取的有效措施

’% 解放思想、发展远景，培养信息化思想基础

首先必须让民族院校的师生员工把握学校所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了解教育信息化现状、趋势和教育

信息化的含义及目标；清楚教育信息化对社会发展

有什么作用，对学校发展有什么直接影响，与个人

（教师、管理者和学生）的发展有什么利益关系；如何

运用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开放和创新，实

现教育大发展等问题。

通过充分讨论要理清三个问题。必然性，信息化

作为历史潮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完成高

等教育大众化、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

主要任务，要求民族院校必须开展教育信息化。可能

性，民族院校主观上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客观上与

地方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共生关系，可以争取各种

合作与支持，具有开展教育信息化的可能性。利益

性，虽然教育信息化的确给教师和管理者增加了压

力，但也带来了提高素质、发展能力的机会和动力，

技术只能服务于人但永远代替不了人。同时学校开

展教育信息化也要以人为本，不但要重视学生的发

展，也要重视教师与管理者的教学、科研和专业的一

体化发展。鼓励将个人发展目标与学校发展远景统

一起来。

$% 构建环境、培养队伍，创造教育信息化应用基础

教育信息化环境包含平台、资源和工具三个要

素。平台是信息化环境的基础，资源是信息化环境的

核心，工具是运行于信息化环境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的得力助手。

教育信息资源和工具的开发、积累和整合是教

育信息化环境建设的重点和长期的任务。一方面要

眼睛向内，重视内部挖潜和培养人才。鼓励师生员工

立足于校实际，开发校本资源和工具，建立专业网

站、个人网站，满足教学需要，以建设成果推动建设

进程。另一方面要眼睛向外，关注共享和整合外部优

质网络资源和工具。坚持教育资源建设的标准规范，

通过校园网、城域网和互联网建立一个丰富、优质、

分布式的教育资源服务系统。

&% 重在应用、突出教学，融信息化于教育改革

一方面，教育信息化本身就是一个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过程，根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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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应用是民族院校开展教育信息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在教育信息化系统所有要素

中，教育应用实践是中心，其他要素都是它的基础或

保障。因此，必须重视并突出应用实践，将教育信息

化融于教育教学创新实践体系之中。其中教学信息

化是应用的核心，管理信息化是应用的基础。要将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教育改革相结合，转变教育观念，

改革教学结构，建立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和学习群体

结合的新型学习生态系统，培养学生的学习、探索和

创新能力。

#$ 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建设

建立学校信息系统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网络系

统，而是使教育教学、组织管理、校园生活服务等活

动的数字化，使学校的所有资源能够共享，提高教

学、科研和管理的效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根据

学校信息系统建设的具体要求开发和建设学校的信

息资源，以提高整个信息系统的利用率。我国民族

院校各有其自身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

各类资源库，使网上资源更加丰富。

建立资源库涉及多方面的具体问题，需要统一

规划，分步实施，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具体需要

和开发能力等逐步开发。我认为，一方面要开发学

校的图书资料资源库以及民族古籍资源库。学校的

图书资料是教师、学生经常使用的资源，应完善图书

资料的建库和上网工作，使教师、学生能通过网络查

询本校的图书资料。另一方面，我国民族院校，特别

是一些成立比较早的院校，均保存有大量的民族古

籍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通常不允

许外借和查阅，如何更好地的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

一直是民族院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关心的问题，我

们可通过建立古籍资料资源库，学生和教师均可通

过网络查阅这些珍贵资料，这样既不会损坏古籍资

料，又可使这些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民族院校还应结合自身的条件和民族地区的

需要，建设各类满足民族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

的资源库。如建设党的民族方针政策资源库，民族理

论研究资源库，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资源库，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库，民族地区旅游资

源库以及民族人才资源库等。需强调的是在资源库

建设中，一定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资源库的使用

价值，资源库的学术价值等诸多因素。并要重视资源

库建成后的管理和扩充工作，使整个资源库不断丰

富和完善。

总之，在全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民族院校的

领导和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对信息资源实

行统一管理。信息只有集中统一，才能成为资源，才

能为学校各部门所共享。实践证明，只有以数据集成

为基础，以总体数据规划为中心，面向信息流程进行

信息系统的开发，民族院校的信息化建设才能做到

效益最大化、投资最小化和利用充分化。

参考文献：

% & ’陈琳 $ 中国教育信息化优化发展之战略思考 % ( ’ $ 电化教育研究，)**+（&）$
% ) ’刘琨 $ 创新教育学习观的内涵与特征探微 % ( ’ $ 教育探索，)**#（+）$
% + ’焦宝聪, 柳少军 $ 教育信息化决策理论与方法 %-’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 ,+ -". )" !)/$+0)1$+ )1$ 2"+3)/4()*"+
"& 564(7)*"+ 8+&"/#7)*"+7’*97)*"+

./0 1234&，5678 9:;3 < =234)

>&$ ?234:@2 7@A2B3@C2A2;D 9BCC;4;, E23234, ?234:@2 "&***F；)$ E2G:@34 9BCC;4;，E2G:@34, H2G:I@3 !&J*&+ K

!"#$%&’$( /3 A:; GB3DALIGA2M; =LBG;DD BN 3@A2B3@C ;OIG@A2B3 23NBLP@A2B3@C2Q@A2B3 , 3@A2B3@C2A2;D GBCC;4;D D:BICO
NILA:;L DAL;34A:;3 A:; GB3DALIGA2B3 BN ;OIG@A2B3 23NBLP@A2B3@C2Q@A2B3 23 A:; C24:A BN D=;G2N2G GB3O2A2B3D AB O;M;CB= A:;
3@A2B3@C2A2;D ;OIG@A2B3 L@=2OCR$ /3 A:; @LA2GC;, S; P@23CR O2DGIDD A:; 3;G;DD2AR B3 DAL;DD234 A:; GB3DALIGA2B3 BN ;OT
IG@A2B3 23NBLP@A2B3@C2Q@A2B3 @3O M2;SD B3 A:; P;@DIL;D S; D:BICO A@U; 23 A:; 3;S D2AI@A2B3 $

)*+ ,-%.#( 7@A2B3@C2A2;D GBCC;4;V /3NBLP@A2B3@C2Q@A2B3V 9B3DALIGA2B3
!责任编辑：张荣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