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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历史演进角度把握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演变的现状与规律袁对科学认识教育信息化建设成就袁作好

今后教育信息化规划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遥 以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为数据源袁采用文本分析技术统

计了不同时代政策文本蕴含的教育信息化观念聚焦词并进行秩和检验袁结果发现院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观念在持续

转变袁整体呈现出从严格管控模式向科学管理尧依法行政尧服务行政模式的过渡曰在价值诉求上袁呈现出从野成事冶向野成

人冶的价值取向转变曰在工具哲学上袁呈现出从依赖刚性政策工具向使用柔性政策工具转变曰在绩效理念上袁呈现出从将

行政相对人看作野理性人冶向野自我实现人冶转变遥 未来袁我国政府在推进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应保持并加速这些

转型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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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袁党中央尧国务院启动以重大

信息化应用工程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化建设以来袁教育

领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探索方兴未艾遥 在历经野校

校通冶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冶野教学点数字

教育资源全覆盖冶野三通两平台冶等教育信息化工程建

设后袁 我国教育信息化软硬件设施已具有相当规模袁

教育信息终端设备尧传输介质尧信息资源亦发生了巨

大变化遥 与此同时袁我国政府的治理理念也在不断转

变袁1993年 3月袁叶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曳

将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冶作为政府改

革的重要目标 [1]曰2006年 10月袁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要求野建设

服务型政府袁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冶[2]曰为适

应新时代发展形势袁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野转变政

府职能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冶[3]遥

在建设对象和治理理念均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

下袁作为奉行一切从实际出发尧实事求是等辩证唯物

主义观念的执政者袁我国政府所秉持的教育信息化观

念也必然时移势迁遥观念作为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和

评价尺度袁关系到行为主体的行为指向和评价准则[4]袁

继而政府的教育信息化观念便与政府如何认识尧如何

推进尧 如何评价教育信息化事业等重要问题休戚相

关遥 研究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的转型规律袁对科学认

识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既有成就袁作好下一步教育信

息化规划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遥 然而袁目前有关政府

教育信息化观念转变的研究较为罕见袁相关研究更多

聚焦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特征尧 阶段划分尧主

题关注和价值取向等问题[5-8]袁对教育信息化政策演变

背后所蕴含的政策主体观念的变迁与转型考察不够

深入遥本研究在统计不同时代政策文本中蕴含的教育

信息化观念聚焦词并进行秩和检验的基础上袁依照制

度演化逻辑来揭示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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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规律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教育信息化观念

教育信息化观念是由野教育信息化冶与野观念冶组

成的偏正短语遥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

的形象[9]遥 教育信息化的内涵目前虽无定论[10]袁但概言

之袁可分为教育信息化过程说和教育信息化结果说两

类遥 前者以南国农等学者为代表[11]袁后者以陈小鹰等

为代表[12]遥 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结果袁教育信息化在

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为基础的实

践活动遥结合上述界定袁本研究认为袁政府教育信息化

观念就是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活动的价值判断袁是政府

对未能实现的或已经发生的教育信息化活动的综合

性思考袁更为具体地讲袁就是政府在教育信息化活动

中认为何为教育信息化尧为何建设教育信息化尧如何

建设教育信息化以及如何评价教育信息化遥

渊二冤教育信息化观念演化的数据源选择

从实践来看袁客观尧科学地把握政府教育信息化

观念的转型规律难度颇大袁这要求掌握连续的历史数

据袁否则只能是间断式的衡量遥 尽管历史资料获取不

易袁但有一种公开的资料较为易得袁那就是我国政府

在不同阶段尧年份颁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遥 这些政策

是政治实体在一定历史时期袁为实现教育目标和任务

而平衡各方的教育利益尧协调教育的内外关系所规定

的行动依据和准则[13]袁镌刻着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历

史烙印袁 反映着政府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取

向尧治理理念等遥鉴于此袁本研究决定将我国政府历年

颁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作为探究政府教育信息化观

念转型规律的数据源遥

渊三冤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搜集

在我国袁教育信息化与远距离教育尧电化教育尧教

育技术一本同源袁所以在选择政策文本时袁凡与上述

词汇相关的教育政策均被视为搜集对象遥为保证遴选

出的政策能够表征国家意志袁本文以国家和部委制定

的正式文件为准袁通过检索国务院尧发改委尧教育部尧

财政部尧工信部等网站袁搜集我国政府有关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法规尧纲要尧决定尧通知尧规划尧规定等遥 剔除

各网站重复发布的文件后袁共遴选出 97项相关政策袁

可分为两类院 一是与教育信息化建设直接相关的文

件袁如叶国家教委关于在全国建立电化教育综合实验

县的通知曳等共计 52项曰二是与教育信息化建设间接

相关的文件袁 如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 等共计 45

项遥 由于不同时期政府颁布的政策数量有所不同袁这

会引发语词出现频率尧语词秩的系统偏误袁为避免此

类偏误袁本研究以 20世纪 90年代的教育信息化政策

数量为基准渊共 10项袁其中直接相关 6项尧间接相关

4项冤袁在 21世纪 00年代和 10年代分别按年份分层

随机抽取 10项政策文本袁 以保证各年代政策出现的

语词频率具有比较意义遥这 30项教育信息化政策渊直

接相关 18项尧间接相关 12项冤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遥

渊四冤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数据化处理

根据诺曼窑邓津的观点袁 政策文本属于符号互动

的范畴[14]袁对于这种客观尧真实历史资料的处理袁较为

合适的分析方法是文本分析[15]遥 文本分析是对大量文

本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并赋予意义的过程 [16]袁 将复

杂尧凌乱的资料解构成组成元素袁再通过编码尧删减尧

分类和重构等程序来获得对资料更为深入的理解[17]遥

这种处理手段之所以能够揭示客观规律袁其科学基础

在于统计实证主义袁 即对文本资料进行变量抽取尧属

性归类等数据化处理[18]遥 按照文本分析的技术要求袁

本研究对 30项教育信息化政策按年代逐一编码袁为

满足统计显著推断需求袁我们精炼了编码方式袁将每

一句政策话语按照语词聚焦情况袁确定了主聚焦词和

副聚焦词遥主聚焦词是指该政策话语的首要目标性词

汇袁通常为名词或名词短语袁副聚焦词是实现该目标

的具体手段袁通常为动词或动宾短语遥 例如袁叶国家教

委关于在全国建立电化教育综合实验县的通知曳的开

篇语句野为了充分发挥电化教育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中的作用冶袁这其中的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冶强调了电

化教育的应用场域袁 是首要目标性词汇袁野发挥作用冶

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措施遥

三尧编码与统计结果

渊一冤教育信息化政策分维度编码

根据上述编码原则袁本研究编制了教育信息化政

策分维度编码表袁见表 1遥 表 1中袁以年代表示对历史

时期的划分遥维度是本研究用来衡量政府教育信息化

观念的操作性概念袁由于本研究搜集的政策文本均无

描述何为教育信息化的语句袁所以本文仅用三个维度

衡量教育信息化观念遥编号是我们对搜集到的政策话

语按语意内容进行维度归类后的编码序号袁对于那些

包含 2个及以上目标性词汇的政策话语袁采取多次呈

现尧顺延编号的方法来处理袁比如袁20世纪 90年代的

政策话语野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

局域网的建设冶袁就有两个并列的目标性词汇袁即终端

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袁所以在表 1中该政策语

句被呈现两次袁 分别编号为 1和 2遥 政策话语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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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维度 编号 政策话语 主聚焦词 副聚焦词

20世纪

90年代

为何

建设

1 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袁紧密围绕教育重点任务 经济社会发展 适应

2 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袁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素质教育 转变

3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两个文明 服务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52
充分利用电视尧广播尧函授等办学形式袁为广大农村尧乡镇企业以及中小型

企业生产第一线培养人才
生产第一线人才 培养

如何

建设

1 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的建设 终端平台系统 建设

2 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的建设 校园网或局域网 建设

3 充分利用现有的卫星教育节目资源进行教学活动 卫星电视教育 进行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255 全国 70豫左右的县要建立起教育电视台渊收转台冤 教育电视台 建立

如何

评估

1 成立全国电化教育实验学校工作指导委员会袁指导实验学校的实验工作 指导委员会 成立

2 加强电教法规建设袁建立尧完善评估检查制度 评估检查制度 建立

3 建立教育电视台年度检查尧评估制度袁加强对教育电视台站的管理 评估制度 建立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20 加强教育督导尧评估工作 督导尧评估 加强

信息化政策文本中的原始语句遥主聚焦词和副聚焦词

是按照语义解构的原始政策语句的关键词遥考虑到论

文篇幅袁表 1只呈现了 20世纪 90年代部分政策话语

的编码方式袁其他两个时期政策话语的编码规则与此

一致遥

在对教育信息化政策分维度编码的基础上袁本研

究统计了主聚焦词和副聚焦词的个数尧 累计频数等遥

整体来看袁尽管是来自三个不同时代并且由不同政府

部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袁但这些零散的政策资料

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大数定律遥 每个年代尧每个维度出

现的高频主聚焦词都表现出一定的聚中性袁 比如袁在

为何建设上袁20世纪 90年代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

野教育改革与发展冶野社会与经济发展冶等袁21世纪 00

年代是野社会与经济发展冶野教育现代化冶等袁21世纪

10年代则是野教育现代化冶野教育信息化体系冶等遥 三

个年代均出现的很强的聚中性词汇袁表明了教育信息

化政策话语使用的偏好性袁也预示着政府教育信息化

观念在不同年代的变迁具有规律性遥

渊二冤主聚焦词分类统计结果

然而袁 在每个年代也都存有大量的低频聚焦词遥

比如袁 三个年代频数为 1的主聚焦词分别为 65个尧

102 个和 293 个袁 分别占各年代主聚焦词总数的

51.2%尧50%和 60.3%遥 尽管这些低频词的聚焦性不

佳袁但它们整体也反映了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的

变迁状况遥 通过语义分析发现袁这些低频语词承载的

语义信息与一些高频词汇具有一致性袁可将其归入同

一类别来整体衡量袁这样便可从整体上保留低频聚焦

词承载的政府行为信息遥 比如袁20世纪 90年代为何

建设维度的高频主聚焦词教育改革与发展尧 办学效

益尧教育质量袁与频数为 1的低频主聚焦词教育改革尧

教学质量尧教育机会等所描述的内容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袁六个词汇可归为同一类别袁统称为教育事业发展遥

依照这种分类逻辑袁我们将累计频次 2189次尧不重复

出现的 817个主聚焦词归入 3个维度尧27至 30个亚

类不等的数据库中袁详细分类结果见表 2遥

渊三冤主聚焦词亚类的秩和检验

虽然主聚焦词分类统计结果直观地展示了政府

教育信息化行为的目的尧抓手和评价原则袁但这种描

述分析反映地仅是数据的表面含义遥 按照统计学原

理袁数据只有通过一些符合数学规律尧大样本统计规

律的检验程序袁才能反映更为深层的规律[19]遥 易言之袁

表 2中主聚焦词亚类的频数之间的差异只有达到了

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袁才能反映不同时代政府教育信息

化观念的差异遥这可以通过验证聚焦词亚类之间的秩

和差异是否显著来实现遥 秩是变量值排序的名次[20]遥

比如袁20世纪 90年代野为何建设冶维度下的亚类教育

事业发展尧国家发展尧人的发展袁其频数分别为 26尧

21尧5袁排序依次为 1尧2尧3袁秩依次为 1尧2尧3遥 本文在计

算各主聚焦词亚类秩的基础上袁采用曼要惠特尼 U检

验来检验各聚焦词亚类秩的显著性遥

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袁20世纪 90年代袁 在为何建

设维度上袁教育事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秩相对于人的

表 1 教育信息化政策分维度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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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维度 排序
20世纪 90年代 21世纪 00年代 21世纪 10年代

主聚亚类 频数 主聚亚类 频数 主聚亚类 频数

为何建设

1 教育事业发展 26渊50%冤 教育事业发展 49渊47.5%冤 国家发展 64渊56.1%冤

2 国家发展 21渊40.3%冤 国家发展 44渊42.7%冤 教育事业发展 37渊32.4%冤

3 人的发展 5渊9.6%冤 人的发展 10渊9.7%冤 人的发展 13渊11.4%冤

如何建设

1 教材建设 50渊19.6%冤 信息资源 78渊13.2%冤 课程与教学 132渊13.8%冤

2 信息化设施 30渊11.7%冤 课程与教学 73渊12.3%冤 信息资源 130渊13.6%冤

3 行政管理 29渊11.3%冤 信息化设施 63渊10.6%冤 信息化设施 120渊12.5%冤

4 师资队伍 28渊10.9%冤 行政管理 51渊8.6%冤 行政管理 104渊10.8%冤

5 课程与教学 20渊7.8%冤 网络建设 50渊8.4%冤 培训 87渊9.1%冤

6 经费投入 16渊6.2%冤 网络平台建设 50渊8.4%冤 网络平台建设 50渊5.2%冤

7 试点改革 14渊5.4%冤 培训 42渊7.1%冤 公共服务体系 49渊5.1%冤

8 电视教育 13渊5.1%冤 管理制度 28渊4.7%冤 师资队伍 33渊3.4%冤

9 管理制度 11渊4.3%冤 科学研究 26渊4.4%冤 网络建设 32渊3.3%冤

10 培训 11渊4.3%冤 人才培养 25渊4.2%冤 人才培养 30渊3.1%冤

11 科学研究 8渊3.1%冤 经费投入 22渊3.7%冤 信息安全 26渊2.7%冤

12 网络建设 5渊1.9%冤 试点改革 22渊3.7%冤 试点改革 25渊2.6%冤

13 法治建设 4渊1.5%冤 师资队伍 15渊2.5%冤 第三方参与 23渊2.4%冤

14 市场参与 4渊1.5%冤 市场参与 13渊2.2%冤 智慧教育 22渊2.3%冤

15 舆论宣传 3渊1.1%冤 学科建设 12渊2%冤 市场参与 20渊2.1%冤

16 教育帮扶 3渊1.1%冤 公共服务体系 7渊1.2%冤 管理制度 15渊1.6 %冤

17 信息资源 2渊0.7%冤 教育帮扶 6渊1%冤 科学研究 14渊1.5%冤

18 国际交流 2渊0.7%冤 教材建设 4渊0.6%冤 经费投入 13渊1.4%冤

19 学科建设 1渊0.4%冤 第三方参与 2渊0.3%冤 国际交流 12渊1.3%冤

20 第三方参与 1渊0.4%冤 国际交流 1渊0.2%冤 法治建设 6渊0.6%冤

21 要要要 要要要 信息安全 1渊0.2%冤 教育帮扶 5渊0.5%冤

22 要要要 要要要 法治建设 1渊0.2%冤 专业建设 4渊0.4%冤

23 要要要 要要要 要要要 要要要 教材建设 3渊0.3%冤

如何评估

1 评估方式 11渊55%冤 评估制度 8渊50%冤 评估方式 37渊40.2%冤

2 评估制度 6渊30%冤 评估方式 4渊25%冤 评估制度 30渊32.6%冤

3 评估组织建设 2渊10%冤 评估结果应用 2渊12.5%冤 市场参与 14渊15.2%冤

4 市场参与 1渊5%冤 市场参与 2渊12.5%冤 评估结果应用 11渊11.9%冤

发展的秩具有显著的优先序袁说明为教育事业发展和

国家发展是该时期政府建设教育信息化时的主要价

值取向遥 在如何建设维度上袁教材建设的秩相对于信

息化设施尧行政管理及其之后的所有亚类具有显著的

秩的优先性袁该亚类单独构成一个类别曰信息化设施尧

行政管理虽然频数领先于其后的亚类袁但相较于师资

队伍尧课程与教学两个亚类的秩的优先序并无显著差

异袁它们只对这两个亚类之后的所有亚类具有显著的

秩的优先性袁这 4个亚类构成次领先类别曰经费投入尧

试点改革两个亚类虽然对电视教育尧管理制度两个亚

类秩的优先序未达统计显著袁但对这两个亚类之后的

所有亚类的优先序具有统计显著性袁故而这 4个亚类

与频数同为 11的培训共同构成一个类别曰 而频数较

少的科学研究尧网络建设尧法治建设等则构成非核心

词汇类别遥在如何评估维度上袁评估方式尧评估制度相

较于评估组织建设尧市场参与秩的优先序具有显著差

异袁 而且评估方式与评估制度秩的优先序差异显著遥

说明评估方式和评估制度是政府在教育信息化绩效

评价时关注的最主要领域遥

在表 2的基础上袁 本文采取同样的步骤对 21世

纪 00年代和 10年代的主聚焦词亚类进行曼要惠特

尼 U检验遥 结果显示袁21世纪 00年代政府教育信息

表 2 主聚焦词分类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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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话语的聚焦情况为院在为何建设方面袁核心聚

焦在教育事业发展尧国家发展上袁同时人的发展占比

略有提升曰在如何建设方面袁核心聚焦在信息资源尧课

程与教学尧信息化设施尧行政管理尧网络建设尧网络平

台建设尧培训等问题袁次核心聚焦在管理制度尧科学研

究尧人才培养尧经费投入尧改革试点等问题上曰在如何

评估方面袁核心聚焦在评估制度尧评估方式上袁次核心

聚焦在评估结果应用尧市场参与上袁并且市场参与所

占比重增幅明显遥 21世纪 10年代政府教育信息化政

策话语的聚焦情况为院在为何建设上袁核心聚焦亚类

仍为国家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袁与此同时袁人的发展

占比进一步提升曰在如何建设上袁核心聚焦亚类是课

程与教学尧信息资源尧信息化设施尧行政管理尧培训尧网

络平台建设尧公共服务体系袁次核心聚焦亚类是师资

队伍尧网络建设尧人才培养尧信息安全尧试点改革尧第三

方参与尧智慧教育尧市场参与曰在如何评价上袁核心聚

焦亚类仍是评估方式和评估制度袁次核心聚焦亚类是

市场参与尧评估结果应用袁而且市场参与亚类的秩上

升到了第三位遥

四尧聚焦词反映的政府教育信息化

观念演变规律

从三个时代的秩和检验结果看袁我国教育信息化

政策语词使用显示出了明显的规律性遥为更直观地展

示秩和检验结果所揭示出的规律性袁本研究在直角坐

标系中以描点构图的方式对各时代聚焦词汇进行了

处理遥图 1中袁依照主聚焦词和副聚焦词所构成短语的

感情色彩强度尧语义内容区别袁以野管理冶作为坐标原

点袁搭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程度为 Y轴尧以年代为 X

轴的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演变象限图遥 野管理冶作为一

个中性意味的动词袁既不偏向政府全能主义的控制性

追求袁也不偏向无政府主义的完全自治追求袁它是泰

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一个理论基点袁可将野管理冶作为政

府教育信息化观念演变的坐标原点遥以原点为起点一

直到野极权冶为负坐标袁表示政府干预程度愈发增强遥

极权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袁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

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

的国家之政治制度[21]袁它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尧政

治事务袁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尧价值和信仰[22]遥 可以

说袁野极权冶 是政府权力所能实现的趋向最大化的值遥

如果说野极权冶是政府干预所能及的最高形态袁那野自

治冶则是政府干预程度最低的社会形态袁所以袁本文将

野自治冶作为纵坐标的极大值遥从原点到极大值和极小

值之间袁我们又分别设定了两个与野管理冶距离为 1个

单位的词汇野依法冶和野控制冶遥在确定了坐标系的值域

之后袁本文将 3个时代主聚焦词与副聚焦词构成的短

语袁按照其与极大值尧+1尧原点尧-1尧极小值的感情色彩

和语义内容距离进行了模拟袁进而形成了图 1中的散

点布局遥

图 1 政策话语聚焦词蕴含的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演变趋势

渊一冤整体而言袁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观念呈现

为从传统的管控模式向科学管理尧依法行政尧服务行

政模式的逐步转变

从图 1看袁每一个时代的聚焦词都形成了一个相

对集中的聚集区袁 在这 3个聚集区中袁S1是 20世纪

90年代聚焦词形成的聚集区袁它落在野控制冶附近依1

个单位的区间遥 进入 21世纪 00年代袁代表政府教育

信息化观念的聚焦词大多落在野控制冶渊-1冤与野管理冶

渊原点冤之间袁同时袁也有较多的聚焦词位于坐标系的

正向区间袁这显现出两个时代之间政府教育信息化观

念演变的规律袁 说明在从 20世纪 90年代向 21世纪

00年代的发展中袁 政府建设教育信息化时的管控意

味明显降低袁开始向科学管理尧依法行政转变遥 21世

纪 10年代政府教育信息化建设观念的转变展现出了

同样的趋势袁这一时代的主聚焦区域落在了野管理冶附

近依1个单位的区间袁并且许多聚焦词出现在野依法冶

及更为靠近野自治冶的区域袁这表明政府的教育信息化

观念开始进入强调规范化尧 标准化的规范管理阶段袁

并且进一步向野小政府尧大社会冶的社会治理阶段转

变袁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诉求遥

渊二冤从价值诉求看袁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价值

观念逐渐由野成事冶向野成人冶转变

结合表 2和秩和检验结果看袁在三个不同的时代

里袁政策话语在对为何建设教育信息化问题的表征上

都重点突出了教育事业发展和国家发展遥在这种价值

倾向下袁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事业尧事件等具体事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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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袁 关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各种 野事冶 的进展袁把

野人冶作为达成野事冶的工具袁它强调生命体的外在要素

的发展袁对生命体的创造精神尧能动自觉性等内在潜

力重视不足遥尽管这种价值取向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中作用明显袁但却与教育活动以人为本的

价值初衷距离颇远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这种以野成事冶

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 21世纪 00年代出现了转型袁政

策话语中有关人的发展的描述有所增加袁 从 20世纪

90年代的 5次增加到 21世纪 00年代的 10次袁到了

21世纪 10年代袁 有关人的发展的描述进一步增加袁

所占比重由 21世纪 00年代的 9.7%增至 11.4%袁较多

地出现学生全面发展尧全面学习等词汇袁表明我国政

府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持有的价值观念逐渐由 野成

事冶向野成人冶转变遥

渊三冤在工具哲学上袁我国政府的教育信息化建设

观念逐步由刚性的野权威工具冶向柔性的野自愿工具冶

等迈进

与所持有的世界观一样袁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赖

以践行的哲学根基在于它的工具哲学导向袁即政府以

哪种政策工具作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凭借遥政策工具

是旨在实现一定政策目标的各种手段尧策略尧方法等

的总称[23]袁常见的有权威工具尧自愿工具尧激励工具等

类型[24]袁其中权威工具是政府使用法律尧直接行政和

管制等方式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25]袁而自愿工具是指

通过个人尧社会组织或市场发挥作用袁在自愿基础上

解决政策问题的手段尧途径和方法[26]遥 从我国教育信

息化政策聚焦词来看袁20世纪 90年代政府主要以偏

刚性的权威工具为主袁它强调建设尧加强尧配备等靠近

野控制冶 一类的词汇袁 应用领域更多地集中在教材建

设尧信息化设施尧行政管理尧师资队伍等个人尧社会组

织尧市场不能尧不便或不愿参与的公共事务上袁而且有

关市场参与尧第三方参与的词汇并未进入核心聚焦区

域遥 这是典型的权威工具导向袁追求的是以行政权不

可抗逆的优益性来达成政策目的遥进入 21世纪袁我国

政府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工具哲学有了较为

明显的转变袁开始更多地使用自愿工具等柔性政策工

具袁此间合作尧支持尧鼓励尧引导等聚焦词成为出现频

数较多的词汇袁在应用领域上袁市场参与尧第三方参

与尧 公共服务体系等聚焦词亚类出现频数明显增多袁

特别是到了 20世纪 10年代袁公共服务体系已进入到

了词汇核心聚焦区域袁第三方参与也进入到了次核心

聚焦区域遥这显示我国政府在教育信息化治理中开始

引入个人尧社会尧市场等合作治理因素袁开始强调行政

相对人参与在政策目标达成中的重要性遥

渊四冤在绩效理念上袁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政策中

的评价理念逐步从野理性人冶假设向野自我实现人冶假

设转变

从 3个时代聚焦词集中区域的迁移轨迹来看袁20

世纪 90年代我国政府在进行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时袁

多围绕野控制冶附近的语词做文章袁常采用管控尧奖惩的

方式规制行政相对人达成政策目标袁 这种评价思路是

将行政相对人按照理性人来对待遥根据理性人理论袁行

政相对人所从事的活动都是利己的袁 所采取的行为都

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利益[27]袁这种理论视野

中管理就是对行政相对人野恩威并施冶遥 这种针对理性

人的评价策略一直到 21世纪 10年代才出现转型袁此

时袁 政策话语中开始出现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的语

词遥 自我实现人是一种与理性人相对的人性假设理

论袁认为外来的控制和奖惩不是促使人们努力达成目

标的唯一手段袁人们愿意采取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来

实现应当完成的目标[28]遥 虽然 21世纪 10年代评价方

式尧评价制度仍为核心聚焦亚类袁这与先前两个时代

并无不同袁 但在这两个亚类所包含的主聚焦词中袁类

似学校自评尧自我测评尧自查自评的词汇明显增多袁反

映出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理念发生了转变袁开始

由消极看待行政相对人向积极看待行政相对人转变袁

认为管理对象本身具有自我管理尧自我负责精神遥

五尧对我国政府教育信息化观念转型的建议

渊一冤积极回应上位政策袁持续推进政府教育信息

化观念转型

从教育信息化政策中的观念变迁来看袁我国政府

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启教育信息化建设之后袁便伴随

着观念的转型袁而且这种转型始终与党中央尧国务院

推进的行政机构改革尧政府职能转变保持一致遥譬如袁

从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要求冶作为政府转型目标开始袁到党的十七

大提出野建设服务型政府冶袁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野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冶袁近 30年来袁我国政府的

行政管理理念逐步由管控模式向依法治理尧服务行政

模式转变遥 与之相应袁教育信息化政策语词的使用也

逐步从聚焦于野管控冶附近的一批词汇向聚焦于野管

理冶和野依法冶附近的词汇演进遥可见袁我国的教育信息

化观念是以国家治理理念为导向的袁是国家治理理念

在教育改革与发展领域的落实遥 就此而言袁政府需要

做的就是持续推进当前教育信息化观念转型的趋势袁

积极回应上位部门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诉求袁

树立合情合法尧科学合法尧尊重人民意愿尧让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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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信息化观念遥

渊二冤进一步转变教育信息化价值取向袁通过野成

事冶促进野成人冶

上文研究结果显示袁我国政府在对为何建设教育

信息化的判断上袁更多地以教育事业发展和国家发展

为取向袁这是一种以野成事冶为主导的价值取向遥 但教

育是直面人的生命尧通过人的生命尧为了人的生命质

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袁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

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29]遥 作为国家教育事业重要

组成部分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袁其合理价值取向应是坚

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30]袁合目的性要求政府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做到教育事业发展与国家发展

的统一袁合规律性要求做到在统一性原则基础上尊重

教育原则袁相对突出人的发展遥 未来教育行政部门应

进一步转变教育信息化价值取向袁认识到教育信息化

设施尧平台尧资源等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

的发展袁教育信息化发展不仅仅是事业的发展袁更是

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尧教师综合素

质的提升尧教育管理者科学管理能力的增强袁要通过

教育信息化事业来成就人的发展遥

渊三冤更大程度地使用柔性政策工具袁淡化刚性管

理方式

教育信息化政策聚焦词的探究结果显示袁我国政

府教育信息化观念呈现出从聚焦于严格控制的野建

设冶野加强冶野配备冶等向更为开放尧多元尧激励尧人性的

服务型管理转型遥 就工具理性而言袁我国政府教育信

息化观念实现了由政府独大向协同治理的转型袁由刚

性管控向柔性激励的转型遥 今后政府需要做的是袁继

续强调个人尧市场尧社会组织等行政客体的治理参与袁

强调各行政客体在合理表达诉求尧 合法参与的基础

上袁根据政府的宏观调控需求袁实现个人或组织利益袁

达成政府调控目标曰继续强调自愿尧激励等柔性政策

工具的使用袁淡化控制尧权威等刚性管理方式袁回应行

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袁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遥

渊四冤尊重行政相对人袁将相对人作为平等主体对待

类抽样研究结果显示袁我国政府在推进教育信息

化的过程中袁逐渐从强调考核尧汇报尧检查尧监控尧奖惩

等追求自身工作便利度的活动中发生了转变袁开始强

调督导尧大数据监测尧认证尧第三方评估等较为柔性尧

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袁强调自我测评尧政府自评等

尊重行政相对人自我管理权力的行政行为遥 而且袁我

国政府也逐渐由建立尧加强尧开展等便捷的尧但过于行

政化的工作手段袁向引导尧鼓励等手段过渡遥这是将相

对人作为平等主体对待的管理实践袁体现了我国政府

教育信息化观念从强调方便自身管理向强调尊重行

政相对人的转变遥 今后政府需要做的是袁将这种良性

的观念转型势头保持下去袁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尧

评估过程中尊重行政相对人袁将相对人作为平等主体

对待袁以吸引更多的行政相对人参与到教育信息化事

业中来袁从而更好尧更快地实现教育现代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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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cept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LI Wenping, ZHANG Ping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To grasp the status quo and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s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scientifically the achievement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o plan and

construct futur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aking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as a data source, this study uses text analysis to count the conceptual focus word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texts of different times and perform the rank sum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cept of Chinese government is changing continuously,

presenting an overall transition from a strict control mode to a scientific management, law -based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administration mode. In terms of value pursuit, there is a shift in value

orientation from "getting things done" to "cultivating persons".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s,

there is a shift from reliance on rigid policy instruments to the use of flexible policy instrument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performance, there is a change from viewing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s "rational

person" to "self-realized person". In the futur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aintain and accelerate these

transformation trend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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