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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遥 打破单一因素的思维桎梏, 以综合的系统思维袁研究乡村教育

系统中各个群体的生态现象与发展规律遥 以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为着眼点袁分析了乡村教育振兴面临的现实

困境尧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及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意蕴袁将乡村教育视为多因素相互影响尧相互作

用尧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袁阐述了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运行机理遥 依据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袁遵循教育生态多

元化的发展理念袁提出了明确各生态要素的生态位袁发挥不同角色的乡村教育生态价值尧打破野花盆效应冶激发乡村教育

生态系统的生命活力尧重视生态边缘效应维持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尧摆脱限定因子束缚调整乡村教育生态系统

的结构尧依据耐度定律袁提升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率的乡村教育振兴生态发展路径袁旨在促进乡村教育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袁提升乡村教育生态的生命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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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实的重要

支点遥乡村教育在乡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

视的重要作用袁 既承载着塑造良好乡风的社会职责袁

又担负着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1]遥 叶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渊2018要2022年冤曳提出袁县域校际资源均

衡配置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一步[2]遥 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渊草案冤曳提出袁城乡融合发展袁

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3]遥 叶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曳提出袁增加乡村

教育资源供给袁提升乡村教育质量[4]遥 叶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曳提出袁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与关键[5]遥 叶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曳明确

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乡村教

育机制袁对乡村教育振兴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6]遥

叶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曳倡导袁通过野三个课堂冶提升优

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7]遥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

强调袁通过野三个课堂冶实现发达与薄弱地区的结对帮

扶袁是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8]遥 叶关于加强野三

个课堂冶应用的指导意见曳重申,到 2022 年全面实现

野三个课堂冶在中小学校的常态化按需应用[9]遥 野三个课

堂冶关涉跨区域教师尧资源问题袁既是信息技术与教学

深度融合的产物袁又是我国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

路向[10]遥 野三个课堂冶作为新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创新

实践袁立足开放尧共享的理念袁秉持教育跨区域互联互

通的思维,打破教育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近乎隔绝

DOI:10.13811/j.cnki.eer.2022.07.007 教 育 信 息 化

48



2022年第 7期渊总第 351期冤

的困局袁对弥补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短板以推动区域

教育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1]遥

二尧研究现状

渊一冤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乡村教师数量不足尧质量不高是乡村教育发展存

在的两个突出问题[12]袁资源匮乏尧基础设施不足是阻

碍乡村教师留任的重要原因[13]袁乡村教师流失致使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14]遥 在我国教育均衡发展

进程中袁区域内学校师资水平良莠不齐尧教师资源配

置上存在较大差异袁 成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突出问

题遥 克服乡村教育资源短缺的困境袁探索乡村教师素

质提升的创新机制袁确保教育资源的质量均衡袁是促

进乡村教育振兴的重中之重遥

然而袁乡村教育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城市教育资

源供给袁乡村教育呈现投入大尧发展难的困境袁因此袁

探索城乡教育资源互惠共生模式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

事业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袁有助于推动乡村教育

全面振兴遥 城乡教育资源的野共享冶袁成为促进城乡教

育公平与发展的重要举措遥 就乡村教育振兴而言袁不

仅要实现均衡的目标袁更要实现发展的目标遥

渊二冤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乡村教育发展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战略

部署遥 欲研究乡村教育振兴袁首先需明确乡村教育发

展的关键要素遥 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渊见表 1冤袁虽然

不同学者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关注各有侧重袁但仍体现

出诸多相同点袁多数学者对乡村教育发展聚焦于师资

渊师资的数量与质量尧教师队伍尧师资配置尧城乡教学

共同体尧教师培训冤尧教育资源渊资源配置尧教学设施尧

信息基础设施尧发展资源冤尧课程渊课程设置尧课程内

容尧课程教学模式尧课程质量尧课堂教学冤等方面遥教师

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袁课程是乡村教育

发展的实践内容袁教育教学资源可为乡村教育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遥在对已有乡村教育发展的相关研究梳理

分析的基础上袁本研究认为课程尧师资尧资源三个方面

是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遥

研究乡村教育发展问题袁需打破单一尧静态认识

事物的思维桎梏,以系统的思维尧辩证的观点尧科学的

方法来研究乡村教育发展中各层次尧各类别的教育现

象与问题袁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成因与规律遥 将乡村教

育视为多因素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尧相互联系的系统袁

以整体尧系统尧和谐的思维方式揭示各生态因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乡村教育振兴

中的优势袁分析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袁促进

乡村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遥

表 1 已有乡村教育的研究

三尧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系统的生态分析

渊一冤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的价值分析

野三个课堂冶应用的战略构想袁在全国教育信息化

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被提出[26]遥 野三个课堂冶的常态

化按需应用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举措[27]遥 立足野三

个课堂冶专门性尧开放性尧共享性的特点袁在对已有乡

村教育发展的相关研究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袁本研究从

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课程尧师资尧教学资源三个方面

出发袁分析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意蕴

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

研究者 时间渊年冤 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秦玉友[15] 2010
教师数量与素质尧 学校经费尧 教学设

施尧课程设置

曾新[16] 2012 教育资源尧教师队伍尧教育经费

王勇[17] 2012
发展目标尧发展资源尧课程内容尧发展

环境

王帅[18] 2016 资源配置尧教育决策尧师资尧办学条件

刘忠民袁

王喆[19]
2016

教学环境尧教学模式尧教学方法尧组织

培训

陈景昭[20] 2016 师资尧教学设施尧政策

王红袁

邬志辉[21]
2018

政策治理尧学习环境尧机会倾斜尧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王瑾[22] 2019 资源尧教师尧治理结构

赵丹袁陈遇

春袁赵阔[23]
2019

政府财政投入尧师资配置尧校级互动尧

课程教学模式变革

田俊袁王继

新袁王萱[24]
2019

城乡教学共同体尧同步课堂教学尧环境

与资源尧教师培训

王茜[25] 2020 教师质量与数量尧课程质量尧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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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递课堂院实现开齐尧开足尧开好国家规定课程

实现乡村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袁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目标遥 野专递课堂冶 针对乡村薄弱教学点开不

齐尧开不足尧开不好国家规定课程的问题袁利用互联网

手段突破时空限制袁依据教学进程袁实现师资与课程

资源的野双重共享冶袁是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教学示范袁

是全方位尧多层次尧各角度的即时互动双师课堂袁有助

于城乡学校之间形成互动合力袁乡村学生走向城市感

受现代城市文化袁城市学生走向农村袁感受传统乡土

人情袁实现城市与乡村学生真正野走出去冶袁进而实现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袁促进教育公平遥

2. 名师课堂院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乡村教师是乡村文明的野灯塔冶袁是促进乡村教育

发展的主力军遥 乡村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袁影响乡村教

育振兴的进程与发展质量[28]遥 野名师课堂冶可实现跨区

域互动教研交流袁以互联网的方式组建开放式尧跨区

域教学与研修共同体袁充分发挥名师名课的示范引领

作用袁从野师徒制冶指导转变成为野同伴式冶教研袁以优

秀教师带动普通教师袁 解决乡村教师专业水平不高尧

专业发展受限等问题袁 实现教师互助合作与共同发

展袁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培养优秀的师资队伍遥

3. 名校网络课堂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

教育资源缺乏是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的掣肘遥资源

合理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乡村教育获得优质

资源袁推动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遥 野名校网络课堂冶

主要针对区域尧城乡尧校际之间的教育教学差距袁以优

质学校为主体袁 推动优质资源在全国各区域内的共

享袁实现从野展示冶野分享冶到野点播冶野定制冶的跨越遥 野名

校网络课堂冶是破解乡村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举措[29]袁

为打破乡村教育教学资源短缺尧 教育教学质量不佳尧

教育理念固化的局面提供了野精准冶良药袁有助于实现

城乡教育的融合发展遥 随着城乡教育的深度融合袁制

约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枷锁逐渐被打破袁乡村教育的现

代化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30]遥

渊二冤乡村教育系统的生态学意蕴

美国学者劳伦斯窑克雷明首次提出教育生态学的

概念[31]袁应将教育视为复杂的尧动态的系统袁从学校教

育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袁关注与教育相关的不同群体间

的关系袁更多地关注到教育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流与

互动遥

1. 以系统性为统筹袁注重乡村教育的整体建设

以系统的生态学思维分析各教育现象袁考察教育

系统内部诸因素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袁进一步

探寻教育生态的发展与演化所蕴含的基本规律袁注重

乡村教育的整体建设袁 维持乡村教育生态的有序尧持

久发展[32]遥 乡村教育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袁只有彼

此协调尧和谐统整袁才能保证整个乡村教育系统的有

序尧高效运行袁乡村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才能得到

充分发挥遥

2. 以互动尧平衡为要求袁注重乡村教育的稳定发展

乡村教育系统是以资源均衡配置尧信息交流互动

为命脉的复合生态系统[33]遥 物质交换尧资源共享尧信息

传递是乡村教育生态系统发生尧 发展的基本条件曰是

乡村教育系统与其他多层级尧多类别系统之间及外界

环境之间循环互动的基本内容遥 以教育生态学的方

法袁关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尧教育信息的互通传递袁

才能真正促进乡村教育生态的持续稳定发展遥

3. 以循环为途径袁注重乡村教育的持续发展

乡村教育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维持与发展袁需要保

持系统各成分之间稳定而有规则的物质尧能量尧信息

的流动与循环遥在不断的物质循环尧能量转化尧信息传

递过程中袁发挥其作用与价值袁其循环速度决定了价

值量的高低遥因此袁在乡村教育系统中袁既要保持各层

级之间的内部循环流通袁又要加深其与外部资源环境

的交换与转化袁提升其转化价值袁从而实现乡村教育

的持续发展遥

四尧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运行机理

渊一冤理论基础院教育生态学

教育生态学是由教育学尧生态学尧社会学等学科

交叉渗透形成的综合性学科遥教育生态学强调系统的

各组成部分之间尧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之间是相互联

系尧相互影响的遥教育生态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教

育系统袁王金利等人提出了乡村学校教师发展困境的

生态改善策略[34]袁闫艳构建了基础教育学校评估生态

框架[35]袁武智等人构建了科学的职业教育生态体系[36]遥

以系统的生态学思维分析各教育现象袁考察教育系统

内部诸因素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其关系机制袁探

寻教育生态的发展与演化所蕴含的基本规律袁有助于

维持教育生态的有序尧持久发展遥 本研究借助教育生

态学的核心理论袁 确立了乡村教育振兴的生态要素袁

分析了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生态机理与

发展路径遥

渊二冤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生态要素

分析

社会学家费迪南德窑滕尼斯认为袁野共同体冶 强调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尧共同的精神意识尧个体

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袁达成的情感共契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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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37]遥 城乡共同体不仅蕴含着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

教育目标的共生袁还蕴含着教育资源的城乡互动遥 借

助野三个课堂冶实现城市学校对农村学校的反哺袁保证

城乡学生均等尧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遥 在城乡互动过

程中袁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尧技术支撑平台及社会力

量的支持与参与[38]遥

依据系统差与要素类型及系统功能袁 乡村教育生

态系统核心的内部生态要素包括城市学校尧乡村学校尧

城乡共同体袁外部生态要素包括政府尧社会人员尧技术

平台渊如图 2所示冤袁各生态要素间通过野三个课堂冶相

互联系尧相互作用尧相互影响遥乡村教育生态的主体要

素是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袁 通过构建城乡共同体袁借

助野三个课堂冶袁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尧永续发展遥在乡村

教育生态均衡发展过程中袁离不开各外部生态要素的

调节袁保证乡村教育生态的生态状态与生态适应遥

图 2 乡村教育生态的要素构成

在特定的时空内袁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教育主管

部门尧城市学校尧乡村学校等生态要素之间不断进行

信息互通传递尧资源互补共享和物质交换循环而形成

统一整体遥各生态要素之间优势互补尧互利互惠袁整体

推进乡村教育生态向结构多元化和功能齐全化的趋

势发展袁达到乡村教育野态冶与野势冶的稳定平衡状态遥

野态冶 主要是指整个乡村教育系统运行时所呈现出的

一种状态袁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每个生态要素在乡村

教育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及其作用发挥水平袁它深层次

地反映出乡村教育在整个教育生态中所占据位置和

所担任的角色曰野势冶主要是指政府对乡村教育的支持

性政策尧区域教育相对应的发展需求及教育教学资源

的适应度袁反映出乡村教育系统对社会尧政府尧行业等

的适应性袁主要体现在乡村教育有效运行的作用力和

现实影响力遥

渊三冤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运行机理

以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为出发点袁以内

部生态要素为生态主体袁以外部生态要素为生态参与

者袁构建了相互作用尧相互联系的乡村教育振兴的生

态结构渊如图 3所示冤遥随着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

展,组建城乡学校共同体成为助推乡村教育振兴的重

要举措遥以野三个课堂冶的推进与落实助推乡村教育振

兴为着眼点袁按照省级要区域要学校分级分层尧相互

协调的推进机制袁省级及以上部门负责从整体上做好

统筹规划工作袁区尧县域相关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与部

署袁从整体上推进工作进程曰建立一线教师尧区域教研

团队尧高校教学专家为一体的教学研训队伍袁有计划尧

有组织地逐步推进乡村教育事业的振兴与发展遥鼓励

区域特色发展袁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优势做到因地制

宜尧发展特色尧创新路径袁形成区域内尧区域间乡村教

育发展新形态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新生态遥

图 3 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生态结构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规律袁乡村教育

生态系统中技术支撑环境对应野无机环境冶袁城市学校

对应野生产者冶袁政府尧社会力量对应野分解者冶袁乡村学

校对应着野消费者冶角色袁分析不同生态要素所应起的

作用遥

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产者冶角色袁城市学校

是乡村教育生态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础遥城市学校教师

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尧较高的学科专业水平与信

息素养袁是有效落实野三个课堂冶的重要推动者与执行

者遥 依据乡村教师的教学诉求与乡村学校学情袁城区

教师组织和引领共同体研修活动的开展袁实现专递课

堂尧名师课堂尧名校网络课堂的有效实施遥

乡村学校的教育诉求是维系乡村教育生态系统

有序运转的重要驱动力遥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系统中

的野消费者冶袁吸收和转化城市学校的教育教学成果袁

实现其自身发展遥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系统中的学习

者袁乡村教师长期扎根于乡村教学工作中袁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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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薄弱袁但对乡村教学情况最为了解遥 乡村教师在

研修过程中袁不仅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袁而且要掌握

如何将理论知识有效迁移到乡村教学情境中袁进而提

升乡村教育教学水平遥

政府与社会力量对应乡村教育系统中的野分解者冶

角色袁为乡村教育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动力源泉遥 政府

对乡村教育发展具有谋篇布局的重要责任遥 首先袁明

确职责袁调动省尧市尧乡镇政府的积极性袁协调和处理

县级管理支持本地教育发展的关系曰其次袁对乡村教

育发展进行长远的规划袁加强教育主管部门与其他部

门间的联动袁 建立健全乡村教育发展的运行机制袁建

立相应乡村教育发展的支持政策与标准规范袁全面落

实乡村教育振兴战略曰再次袁政府合理分配乡村教育

发展经费袁发挥省市财政的主导性袁加强社会资金对

乡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袁合理配置设备与服务的购

买尧资源的配置尧教师的发展等的经费比例遥在乡村教

育系统中袁不同的社会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参与角

色遥在乡村教育发展进程中袁引导教育相关企业尧科研

院所尧志愿者团体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乡村教育振

兴的伟大事业中来袁形成多方协同的参与机制袁构建

共建共用尧共享共赢的发展格局袁营造出社会全员积

极参与乡村教育振兴的社会文化遥

技术支撑环境是乡村教育系统的基础保障遥增强

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袁全力统筹多方资源补齐乡村学

校教育教学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曰加强乡村教育教学

数据的互联互通袁综合利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技术

进行乡村教育信息的采集与分析袁实现对乡村教育发

展的动态监管尧科学决策尧精细管理袁及时掌握工作进

展与成效袁提升乡村教育发展的效率尧效果和效益遥同

时袁技术支撑环境为乡村教育系统提供即时的技术保

障袁为城乡教师共同体提供相关智能教学工具尧研修

工具与支撑平台袁促进优秀教育资源在最大范围内的

共享和共用遥

渊四冤野三个课堂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的运行

特征

乡村教育是处在实时发展变化的教育系统遥各生

态因子彼此影响尧相互作用袁是一个具有相关性的有

机整体袁呈现出一定的生态特性遥

1. 整体性是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系统的共有特征

乡村教育系统内各个层次尧要素在乡村教育发展

中具有其独特的角色与地位袁遵循乡村教育发展的逻

辑与运行规律袁承担着各自的生态位袁各生态因子之

间非孤立存在袁彼此联系袁共同构成乡村教育振兴生

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整体遥

2. 开放性是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

属性

乡村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生态要素之间尧系统与

外部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物质循环尧能量流动与信息

传递袁 才能使乡村教育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

中袁更好地焕发乡村教育系统的生命活力遥 乡村教育

系统的开放性是其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遥

3. 复杂性是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系统的过程变化

系统各层级要素在结构与功能上存在差异性袁有

其各自的性质与运行规律袁且不同层次之间是相互联

系尧相互作用的遥在乡村教育系统内部袁各生态要素之

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袁不同等级尧不同类别

生态要素之间的博弈及博弈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袁是其

复杂性的主要体现遥

4. 动态平衡性是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系统的持续

状态

乡村教育生态的复杂性袁决定了生态要素间的连

锁变化袁致使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极易被打

破遥 各生态要素一直处于有序与无序尧平衡与非平衡

的相互转化中遥乡村教育生态系统需要不断地依靠其

动态协调机制来处理与调控这种动态变化袁使其达到

新的平衡态袁新的平衡是极其短暂尧且是不断动态变

化的袁即动态平衡遥

五尧乡村教育振兴的生态发展路径

以野三个课堂冶战略为载体袁遵循乡村教育生态系

统内部多元化的发展理念与生态规律袁 趋利避害袁促

使乡村教育生态的健康尧可持续发展袁是实现乡村教

育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渊如图 4所示冤遥

图 4 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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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明确各生态要素的生态位袁发挥不同角色的

乡村教育生态价值

乡村教育生态系统要维持长久的平衡与稳定袁各

生态要素必须明确自身适合的生态位袁各参与方统筹

协调尧群策群力袁发挥多主体作用袁实现野三个课堂冶的

有效落实袁共同下好乡村教育振兴这盘野棋冶遥首先袁发

挥城乡共同体的主体作用遥城乡共同体是形成一种开

放互通的分享环境尧促进城乡跨区域校际合作尧协同

发展的重要保障袁有助于实现城乡学校及城乡教师的

野抱团冶成长袁有助于实现城乡间的资源共享遥其次袁发

挥政府在乡村教育振兴中的主导作用遥综合考虑多方

因素袁确定乡村教育振兴的具体行动方略袁起到野提纲

挈领袁统领全局冶的作用遥 再次袁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

教育振兴的作用遥 在政府有力监管的条件下袁引入行

业企业尧科研院所尧公益机构尧志愿团体等社会团体共

同参与到乡村教育振兴的伟大事业中遥 最后袁重新明

确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的角色与定位[39]袁提升乡村学

校的自我参与度遥

渊二冤打破野花盆效应冶袁激发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

生命活力

依据野花盆效应冶的原理袁在具有一定局限的系统

生态中的个体与群体袁其生态幅较小袁一旦离开该生

态环境袁将失去其生存的能力遥 乡村教育振兴是一项

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袁系统内的各生态因子袁作为整

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局部生态环境效应的群体袁要注意

与外界的开放与交流袁主动地去适应遥 在乡村教育振

兴的发展进程中袁技术手段是打破局部生境效应的重

要途径袁社会参与是打破空间局限性的有效方式遥 要

实现乡村教育振兴需要各方参与袁共同治理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振兴服务供给遥 通过野互联网+冶

技术袁引导科研院所尧公益机构尧志愿团体袁形成野研学

用冶乡村教育振兴的合作模式袁实现野三个课堂冶的常

态化应用袁形成政府主导尧多方参与尧共建共享的乡村

教育服务体系[40]遥

渊三冤重视生态边缘效应袁维持乡村教育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

在多维的生态空间中袁各生态要素在其生态位上

都发挥着自身的功能与作用袁故不能忽视乡村教育生

态系统边缘因子的作用与价值遥乡村教育系统中的边

缘因子袁一方面有助于打破不同乡村教育生态因子群

体间的屏障袁 发挥不同生态因子群体的优势与特长袁

更好地维持乡村教育振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遥另一方

面袁在边缘生态因子的胁迫之下袁导致其整个乡村教

育生态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差袁致使乡村教育生态恶性

循环遥 为避免乡村教育生态边缘因子的野负效应冶袁需

充分挖掘不同生态要素的优势与特长袁调动野边缘因

子冶的积极效应袁促进各生态要素的全面协调发展袁层

层递进袁步步落实野三个课堂冶战略袁维持乡村教育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遥

渊四冤摆脱限定因子束缚袁调整乡村教育生态系统

的结构

依据限制因子定律袁动态地了解与把握乡村教育

系统中的限制因子袁不断地排除其限制作用袁才能更

快尧更好地实现乡村教育振兴战略遥 在乡村教育生态

系统内袁限制因子可能是教育经费的投入尧师资的数

量与质量尧教育教学资源等袁从这些限制因子与乡村

教育生态的作用机制出发袁主动地创造条件袁将限制

因子转化为非限制因子袁动态调整乡村教育系统的结

构袁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系统中的限定因子的束缚遥 只

有将乡村教育发展同个人发展联系起来袁提升参与主

体对乡村教育振兴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袁增强参与主体

对乡村教育发展的角色认同感尧责任感袁统一认识尧深

刻理解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使命与迫切需求袁形成共

同的乡村教育发展愿景袁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限定因子

的束缚袁 进而发挥参与主体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袁促

进野三个课堂冶的融合创新发展袁形成良好的乡村教育

发展新生态遥

渊五冤依据耐度定律袁提升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资

源利用率

依据教育生态理论中的耐度定律袁乡村教育发展

具有适宜的发展范围与发展区间袁故乡村教育发展的

速度与规模袁应做到量力而行袁尽力而为遥要摆脱乡村

教育生态系统耐度定律的限制袁 需在区域经济发展尧

教育教学资源尧 已有乡村教育水平的承受范围之内袁

最大限度地提升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率遥将

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城乡学校或教学点组成共同体袁发

挥其各自的优势与特长袁形成知识共建尧资源共享尧情

感交流尧开放互通的分享环境袁建立学科知识尧教学技

能等分享机制袁借助野名校网络课程冶袁促进优质教育

资源的共享[41]及城乡文化的有机融合袁提升乡村教育

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率遥

六尧结 语

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乡村教育发展的教

育生态现象与发展规律袁是从根本上促进乡村教育发

展的有利之举遥乡村教育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是相

互关联和彼此交互的袁实现系统内部及其与外界的教

育资源共享尧物质资料交换尧教育信息传递遥 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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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lassrooms" in Promoting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from Ecological

Perspective: Value Implications, Operat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 Paths

ZHAO Xuemei1, ZHONG Shaochun2

(1.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Digital Learning Support Technology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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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important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single-factor thinking and study the ecological phenomena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each group in the rur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a comprehensive systemic thinking.

Focusing on the "three classrooms" to help revitalize rural education,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realistic

dilemma faced by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ree classrooms" in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en, this study regards rural education as an ecosystem in which many factors affect, interact an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expound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ree classroom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ecology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clarify the ecological position of each ecological element, to

bring into play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rural education of different roles, to break the "flowerpot effect"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ecosyst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dge effect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rural education ecosystem, to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limiting factors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rural education ecosystem, and to improv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ecosystem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olerance, aim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ecology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ecology.

[Keywords] Educational Ecology; Three Classrooms;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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