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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育强国建设最艰巨的任务在乡村遥 乡村教育承
载着知识传播尧本土人才培养和文明乡风塑造的作用袁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袁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起着不可
替代的基础性作用遥 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实践
活动[1]袁教育数字化为教育发展开辟新赛道袁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袁乡村教育服务模式尧方式同样需要在数字
技术加持下创新发展遥如怀进鹏部长强调野高质量的乡
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袁 噎噎把数字化作为创新乡
村教育的有效手段袁 持续提升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能
力水平冶[2]遥 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以人人可及的优
质教育服务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袁 对促进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和教育公平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遥

多年来袁通过投入经费建设硬件环境尧派送人力
物力到乡村等传统教育服务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袁
但乡村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协同关系不明尧 权责不清袁
供给结构失衡尧供给方式失准尧内容偏位等问题仍未
能持续解决袁服务个性化需求与同质化供给之间的矛
盾依然突出遥 数字技术蕴含着巨大变革与创新潜能袁
为解决服务困境尧保障乡村民众终身学习尧提高乡村
教育质量提供了新思路遥当前研究多关注基础教育信
息化支持服务体系尧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推进机制[3]

等袁少有研究聚焦乡村教育服务供给现状袁以乡村教
育服务数字化转型为宗旨袁探究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
转型的模式和典型做法遥 为此袁本研究结合多年来乡
村教育服务信息化实践袁剖析了乡村教育服务现状及
其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袁以协同学和服务金三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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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需要袁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乡村教育振兴和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重要

命题遥 然而袁多元服务供给主体间协同困难尧服务供需总量与结构失衡尧服务供给方式待优化尧服务监督与治理体系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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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理论指导袁提炼出数字环境中乡村教育服务数字
化转型的有效实践模式遥

二尧现实之困院制约乡村教育服务有效
实施的困境

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极

具历史渊源与时代意义的命题遥 1980年 12月袁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全国建立五级办学体系袁利用广
播尧电视向农民开展教育培训服务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尧教育部尧农业农村部尧中央农广校等相继颁布了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曳叶中等职业学
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曳叶高等学校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2年冤曳叶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渊2019要2022年冤曳叶关于加快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曳等政策遥 结合政策和以野乡村冶
OR野农村冶AND野教育服务冶为主题检索到的 2019年 5
月到 2024 年 5 月的 83 篇 CSSCI 文献分析发现袁在
国家战略推动与数字技术支持下袁基础教育尧职业教
育尧高等教育尧成人教育等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正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袁在农民素质提升尧新型职业农民数字
技能培育[4]尧农村教师专业能力培养尧村小教学质量提
升[5]等方面取得成效袁但在服务供给主体协作尧服务供
给方式尧服务质效等层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遥

渊一冤教育服务需求与内容不明袁服务主体间协同
困难

在当前愈加关注公益普惠尧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及全民终身学习背景下袁各地政府出台了相
关地方政策以满足乡村教育服务的各种需求遥但落实
推进中袁村干部文化素质与工作能力偏低尧乡村产业
带头人内隐素质与外显素质待提高尧农民信息素养培
育与农业技术培训待加强尧乡村教师乡土文化理解与
应用不足[6]等现象频出遥 究其本质是由于乡村各群体
的教育服务需求多样化袁针对各类需求提供的服务响
应不及时尧方式不多样尧内容不明确袁导致村干部尧农
民尧返乡农民工尧退役军人尧农业经营户尧乡村教师等
未接受到与个体需求匹配的教育服务遥农业尧文化尧卫
生尧科技等领域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离不开政府尧企业尧
高等院校尧村委会等服务主体协同推进袁然而袁当前对
乡村教育服务需求未形成统一规划袁服务供给部门权
责关系与合作程序模糊化尧多元服务供给主体协作困
难袁导致推进低效遥

渊二冤服务供需总量与结构失衡袁服务供给方式待
优化

教育服务资源多依遁野中央政府要省级政府要地

级市要县城要乡镇要村冶非均匀流动袁乡村教育处于
最末梢袁易被野边缘化冶野薄弱化冶遥 尤其老少边穷岛地
区由于经济尧自然环境尧文化尧地理条件的特殊性袁教
育服务资源和项目供给滞后尧供给总量不足尧供需结
构失衡袁村民所受教育服务不及时尧不精准尧不均衡遥
一些研究提出了扩大数字资源供给尧公共资源配置向
教育落后县区倾斜[7]尧高校引领开展乡村教师技能提
升培训等策略方法袁但其资源重野量冶而非野质冶尧未能
较好回应村民实际诉求尧难以应用且使用意愿不强等
问题显现[8]遥 利用数字技术设计和提供与村民生活情
境和文化背景相符的资源及项目尧 优化服务供给方
式尧更新服务协同管理模式袁有利于提升资源供给的
精准度和适切性遥

渊三冤服务监督与治理体系不健全袁教育服务质效
不高

已有政府尧企业与涉农科研院协同的农村信息化
服务模式袁形成了技术尧组织尧运行三类农村社区教育
信息化体系建设模式[9]等理论与实践成果袁并逐渐开
始探讨智能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的逻辑理路尧推进
路径遥 然而袁从整体视角对各类乡村教育服务智能治
理尧数字化转型模式探索相关研究几乎空白遥同时袁已
有研究尚未针对乡村基础教育尧成人教育尧职业教育
等不同服务场景中服务内容与质量制定监管方法袁未
以数据为依据尧对以村民为本的野空间冶在场教育服务
治理体系不健全等现象深入分析袁 导致服务质量欠
佳尧效能不高遥

总体而言袁近些年乡村振兴中教育服务虽取得了
不少成效袁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谁来服务尧服务谁尧需要
哪些服务的问题袁但实践中也暴露出服务内容与需求
脱节尧供给结构失衡尧监督治理不到位和服务质量不
高等情况袁即还未解决野怎么服务冶的核心问题遥 为纾
解上述困境袁推进科技与体制模式双轮创新袁探索乡
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遥

三尧理论之器院多主体协同和服务供给系统构成

渊一冤野服务金三角冶模型及发展
野服务金三角冶 模型由美国管理学家卡尔窑阿尔

布瑞契特渊Karl Albrecht冤和让窑詹姆克渊Ron Zemke冤
提出 [10]袁 认为一个完整的服务供给系统涵盖服务策
略尧服务组织尧服务人员袁以及处于三角中心位置的顾
客需求四个子系统遥 紧扣顾客需求袁服务策略需得到
服务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袁以确保正确实施曰服务系统
的设计和部署应与服务策略匹配袁保证服务效率和人
员职责明确曰服务人员在分工协同下提供高质量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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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遥 研究者参考该模型探讨了服务供给的问题袁如方
堃基于该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

状尧运行机制与标准[11]遥 张昊和杨现民借鉴该模型构
建了数据驱动的教育服务供给理论与实践框架袁指出
了教育服务供给正向多元化协同化供给主体尧个性化
供给内容尧精准化动态化监管与评价方向转型[12]遥

渊二冤协同学的方法
协同学渊Synergetics冤是野协同工作之科学冶袁由赫

尔曼窑哈肯渊Hermann Haken冤创立袁认为一个复杂开
放的巨系统由各协同子系统组成袁 当巨系统处于非
平衡状态时袁 各子系统在外部控制参量和内部序参
量的推动下通过内聚耦合与协同效应相互碰撞尧影
响并发生协同运动袁在时间尧空间尧功能与结构上自
组织自发地从无序到有序尧 再从有序转向新的有序袁
以演化至相对平衡状态[13]遥 协同学是系统自组织的一
种普适方法[14]袁含有三个基本特点院一是自主性袁子系
统在无外部指令下无规则或按照某种契约袁 自主运
动尧各尽其责协调开展工作遥 在积极非线性作用下实
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袁即获得野1+1跃2冶效应遥二是开放
性袁各子系统和外部环境保持开放尧共享共生袁持续进
行物质尧能量交换与重构袁以摆脱微观混沌呈现宏观
有序遥 三是对外部的积极反应袁表现为子系统在外部
环境作用下主动选择合作行为袁保持协调消长和动态
平衡袁形成相互依存尧和谐共处尧整体价值最优的新系
统遥 已有研究从协同学视角关注教育协同机制袁涉及
教育扶贫尧教培教研尧协同育人尧教育服务信息化建设
等领域遥 江星玲和谢治菊以帮扶对象需求为导向袁基
于协同学视角发现袁政府尧学校尧企业尧社会组织等在
扶贫政策制度等控制参量下正自组织有序地协同运

动袁改善了供给质效[15]遥
服务金三角理论尧协同学已在教育服务信息化建

设与供给方式探究中得到应用和验证袁可为构建乡村
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多主体协同模式提供理论支持遥
借鉴服务金三角理论袁结合乡村教育现状袁数字环境
中的乡村教育服务系统由服务供给主体尧服务供给需
求尧服务供给战略尧服务外部环境和服务供给系统等
五个子系统构成遥

渊三冤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方向
数字环境中服务供给主体多样化袁服务主体子系

统中各要素在序参量与控制参量作用下自组织协同

发力袁依托服务外部环境与服务供给战略袁精准捕捉
服务需求尧动态监管与调节服务供给活动袁针对性推
送服务内容尧实时掌握服务反馈尧多元协同服务治理袁
以有效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并提高服务供给效率遥本

研究对传统乡村教育服务及其数字化演进中五个子

系统的转型方向进行比较渊如图 1所示冤袁为乡村教育
服务协同模式的提炼尧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实践
案例的选择与实践框架的构建提供方向指引遥

图 1 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四尧转型之法院数字环境中乡村教育服务
G-4C协同模式

服务供给需求是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系统的核

心袁体现为乡村未成年人尧青中老年人各群体和个体
的教育需求遥 满足多样性服务需求需以数字化系统尧
资源和数据的联通与应用为基础袁以数字技术支持的
多元供给主体协同尧服务战略精准尧供给方式融合和
供给途径开放为关键遥基于此袁数字技术加持下袁供给
主体多元化优势突显的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模

式可更好地支持乡村教育服务方式方法的转型袁子系
统间相互关系和作用如图 2所示遥

图 2 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的 G-4C协同模式

服务供给主体子系统由政府渊Government冤以野顶
层统筹尧 全域一体冶 为思路 [16]袁 联合高等院校
渊College冤尧企业渊Company冤尧社区渊Community冤尧村民委
员会渊Council冤构成 G-4C遥 该子系统各要素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协作曰在服务供给战略子系统的支持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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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袁精准捕捉服务需求尧动态监管与调节服务供给
系统袁个性推送服务内容尧实时掌握服务反馈尧多方协
同服务治理曰以此从非平衡状态通过数字化供给走向
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平衡袁达到野1+1+1+1+1跃5冶的协
同效应遥借助智能技术和数字平台构成的数字环境促
进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尧乡村教育振兴服务平
台尧中国乡村振兴服务网等数字资源尧应用和数据的
融通袁汇聚与流转教育系统内外尧区域内外的优质教
育资源袁形成教育服务数字底座袁是支持多主体协同
和服务实施的基础遥 在供给主体协同机制尧政府采购
教育服务机制尧服务数据融通机制尧服务供给质量监
督与评估机制等战略规范与指引下袁供给主体因需运
作袁通过供给系统提供适切服务项目和内容袁供给过
程和活动借助数字工具与平台进行袁 教育服务的方
式尧途径和资源整合等都可灵活调节和及时反馈遥 由
此袁服务供给评估不只从上而下袁也可由下至上袁通过
过程数据尧村民学习体验和效果来共同判定袁评估的
规则和方法可进行动态调整遥

渊一冤供给主体院有序联动的多元主体协同
多元协同的供给主体是 G-4C 协同模式运行的

核心枢纽袁作为内部关键要素的序参量和作为外部干
预条件的控制参量均为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的

自变量袁野1+1+1+1+1跃5冶的协同效应是因变量遥 序参
量由 G和 4C分工协同的相互作用产生袁是乡村教育
服务供给主体联动合作发力尧协同效应形成的内在动
因袁对协同行动起主导作用遥 其组成涵盖院渊1冤数字化
领导力袁体现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核心成员基于数字
化思维顶层设计尧引领推动乡村教育服务发展及对外
合作共赢的能力遥 渊2冤多元主体协同能力袁指政府尧企
业尧高等院校尧社区尧村委会主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袁发
挥团队互帮互助精神袁建立信任协同合作尧开展数据
驱动决策的能力遥政府起着宏观统筹尧顶层设计尧引导
管理尧经费支持尧监督评估以及机制标准制定等职能曰
高等院校发挥研究特长与智力支撑曰企业提供技术创
新与智能产品曰社区与村委会反映现状尧诉求和挖掘
本土资源遥政府引领下实现 4C力量最大化袁高效推进
服务内容和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遥 渊3冤组织文化袁主体协
同推进服务中所表现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共同价值

观体系袁用以激励协作动机尧凝聚工作合力尧规范协作
制度袁及强化 G尧4C团结和信任遥

控制参量是服务供给主体子系统协同效应形成

的外在条件袁包含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干预条件遥 渊1冤
政府统筹袁乡镇尧区县尧省市乃至教育部等政府通过制
定乡村振兴尧职业技能培训尧教师培训等政策袁并由此

制定统筹管理方法尧协同推进机制与服务质量监督条
例尧经费投入与管理办法曰渊2冤市场调控袁指引入市场
机制袁政府设立规范与条款袁本着成本普惠和质量达
标的目标袁 根据个性需求向多方引入或购买教育服
务曰渊3冤资金及赞助袁包括政府投入的专项财政资金尧
慈善资金尧社会捐助教育扶贫基金曰渊4冤项目合作袁指
政府委托高校尧 科研机构或第三方教育服务企业袁与
本地乡村社区尧 学校或群众团体合作开展服务项目曰
渊5冤专家指导袁来自高校尧科研院尧服务企业尧中小学名
校的专家袁采用线上或混合方式提供发展咨询尧设计
规划与模式落地等服务曰渊6冤数据应用袁指借助 5G尧大
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技术获取和分析乡村教育服务网站
或社交平台上的教育需求和过程数据袁基于结果决策
服务和治理遥 G-4C供给主体在序参量 渊内部关键要
素冤与控制参量渊外部干预条件冤的推动下袁以互利互
惠尧持续发展原则相互影响尧配合和联动袁有序推进乡
村教育服务实施遥

渊二冤供给需求院群体和个体特色鲜明的多样化需求
乡村教育服务供给内容的质量与水平事关乡村

振兴和村民个人发展与切实利益遥 乡村教育信息化
20余年建设过程中袁逐渐形成了基础教育尧职业技能
教育尧 成人教育和常识教育四大典型服务供给内容
或场景遥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袁作用
于乡村全体适龄儿童发展和未来发展遥 农村学生中
留守儿童尧残疾儿童尧服刑家庭子女尧单亲家庭子女
相对城市学校较多袁这些孩子的辍学率高尧心理健康
问题频发袁基础教育阶段除了提升学生智育水平外袁
更要关注乡村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遥 基于此
需求袁 供给主体各要素利用数字化平台整合相应资
源袁如心理辅导尧健康咨询尧兴趣培养等袁向学生提供
正向引导尧及时咨询和多样化沟通袁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遥 职业技术教育直指 野三农问
题冶袁是加速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袁借助公益视频号
或公众号尧 在线培训直播课等数字手段可实现随时
随地灵活学习遥 成人教育对没受过完全基础教育的
农民而言袁是补充缺失基础知识的关键遥 其与职业技
术教育对新型农民来说袁主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尧实
用技术学习尧学历提升尧新行业就业培训等服务遥 科
普知识是村民学习的重要内容袁 但村民外出学习难
度较大袁借助在线科普学堂尧农科直播讲座尧混合式
专家讲座等方式开展更可行遥 服务主体针对不同服
务需求袁尊重本地教育文化袁以数字化资源为主袁提
供形式灵活尧更新及时尧使用便捷尧针对性和适切性
的服务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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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具体依据

社会效益

渊1冤助力了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曰
渊2冤产生了积极长远的社会效益曰
渊3冤服务对象覆盖面是否广阔袁惠及人群是否多样

多主体协

同机制

渊1冤服务供给主体包含政府尧高等院校尧企业等曰
渊2冤服务供给主体间形成了数据驱动的协同决策尧
组织与管理机制或模式

有序协同

运动

渊1冤服务子系统间通过内聚耦合与协同效应袁发生
了有序的协同运动曰
渊2冤服务子系统在时间尧空间尧功能或结构上自组
织从非线性无序走到了复杂性有序曰
渊3冤教育服务系统从非平衡状态转向了动态性尧协
同更高效的相对平衡状态

质量监管

与治理

渊1冤教育服务系统发挥了野1+1+噎+1>N冶的协同增
质效应曰
渊2冤成立了质量监督小组袁做好循证理念下的质量
监管与治理工作

渊三冤外部环境院连通数据尧服务和资源的教育服
务数字底座

数字环境是乡村教育服务 G-4C协同模式运行
的基本保障遥 乡村教育服务数字底座通过整合尧汇聚
各种乡村数字化应用系统和服务平台上的数据与内

容袁 促进区域内外需求信息的汇集和优质教育资源
有效流转袁确保服务供给内容的丰富性和全涵盖性遥
一方面它能通过个人资源应用数据尧 网络交流内容
等明确村民个人教育发展需求袁 实现教育服务内容
个性推送与供给遥 现已有一些国家级尧省级的农业大
数据服务实践典型示范袁如山东省野渤海粮仓科技示
范工程大数据平台冶尧国家标准化智慧农业服务管理
系统野农保姆冶遥 但我国当前尚无面向全体村民尧汇集
各级各类服务需求尧 可个性推送服务内容的乡村教
育服务智慧云平台遥 另一方面袁乡村教育服务大数据
的获取尧挖掘尧应用与管理刚起步袁动态汇聚服务数
据尧自动采集全体村民参与服务的数据尧挖掘分析服
务需求尧监测服务水平质量等仍待进一步探索研究遥
未来突出本土特色资源袁 建设国家或省级乡村教育
服务大数据库与服务精准推送系统袁 促进区域内外
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共生尧 高品质服务村民发展仍任
重而道远遥

渊四冤供给系统院需求导向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供给系统以村民需求为导向袁在确保其服务诉求

得到同等重视与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袁进行乡村教育服
务项目的推送与供给遥换言之袁服务对象全员化尧服务
需求个性化尧服务内容精准化袁是乡村教育服务数字
化转型拟达成的效果遥 政府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袁坚
持野需求牵引尧应用为王尧服务至上冶的原则袁摸清已有
服务供给现存问题与服务目标袁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已
有方式袁灵活提供但不限于乡土文化教育尧乡村教师
能力培训尧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尧技能培训尧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尧环境卫生教育尧心理健康尧法律知识普及尧
安全教育等服务遥 以区域为实践落地单位袁利用数字
底座汇聚的跨区域跨行业优质资源袁引入高等院校和
社会人士的智力资源袁 购买数字化产品或专业服务袁
在持续供给服务过程中不断调整袁 形成适应不同需
求尧更具包容性尧韧性尧灵活性的乡村教育服务内容尧
实施方式和应用方法遥

五尧应用之实院乡村教育协同服务
数字化转型案例

通过我国教育部官网尧 中国教育新闻网尧叶人民日
报曳叶南方都市报曳叶中国教育报曳叶珠海特区报曳 等权威

网站或媒体端收集的乡村教育服务案例袁 基于表 1的
选择依据袁经专家咨询后选取了野专递课堂促进乡村小
规模学校教师与学生发展冶和野高职院校助力乡村多样
人群学厨脱贫冶两个案例遥 两个案例均由区域政府尧高
等院校尧企业尧社区等多供给主体利用数字平台协同提
供教育服务袁涵盖了基础教育尧职业教育尧成人教育等
服务场景袁 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均取得促进乡村振兴
和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成效遥 以下基于乡村教育服
务 G-4C协同模式的实践框架对案例进行剖析遥

表 1 实践案例的选择依据

渊一冤乡村教育服务实践过程分析框架
数字环境中乡村教育服务 G-4C协同模式的实

践框架如图 3所示遥 G-4C协同服务以获取服务对象
的供给需求为起点袁基于服务过程数据袁精准定位服
务需求曰通过多主体参与的供给决策过程袁以需求为
导向袁基于数字平台进行服务内容尧资源和具体方式
的融合及组织实施袁 并对服务全过程实时监督与评
价袁保障乡村教育服务实施动态有序开展尧服务系统
达到整体价值较优的相对平衡状态遥

渊二冤专递课堂促进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和学生
发展

2018年袁 教育部颁布三个课堂建设应用等政策
后袁针对乡村薄弱学校的野同步/专递课堂冶袁广东省在
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遵义尧毕节和安顺等市开展了常态
化专递教学袁惠及 60多所村小遥结合服务实践过程分
析框架袁实践中 G-4C协同模式应用如下院其一袁当地
教育局尧教研部门尧教育服务企业尧中心校等协同进行
经费和优质师资的统筹调配袁向村小开展多科目专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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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乡村教育服务供给实践框架

课堂教学袁解决村小开不齐国家课程的问题遥 如遵义
市正安县专递课堂服务经费由广东省易方达公益基

金会提供袁采用野教学服务外包冶的野两对标尧一站式冶
模式常态开展英语课教学[5]遥为此袁县教育局在年度工
作要点中明确建好管好专递课堂平台袁 统领项目实
施曰教育局联合高校和教育企业袁在调查全县村小教
师教学尧学生学习的现状与需求后袁研制和供给了适
切研训服务袁通过互联网整合各地优秀教师袁根据当
地学情尧教学进度尧设施条件共同备课和教研袁常态化
实施英语和科学课全托管教学服务[17]遥
专递教学中袁教育局尧教研员尧高校专家常规跟进

教学过程并进行教学质量评估遥历年师生满意度与体
验问卷尧学生学业发展测评与学科核心素养数据的分
析结果显示袁乡村学生自信心尧学业水平尧英语等学科
核心素养得到提升袁乡村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和乡村学
校整体教学水平均取得显著成效 [5]遥 项目实施中袁高
校尧当地教研部门联合服务机构进行实地调查明确各
类需求后袁研发了一体式智能教学终端尧AR智能教学
资源制作系统尧专递课堂数字化教学平台尧专递课堂
AI教学分析与诊断系统等新型软硬件系统设备袁支
持乡村学校云端教学尧人要机协同教学指导尧乡村教
师精准教研等服务实施遥项目以数据为依据监督评价
服务需求的达成效果袁 迭代优化实施方式与策略袁除
国家规定课程外袁 还提供个性化的乡土文化教育尧学
科兴趣培养课程尧心理健康教育尧乡村教师专递课堂
教学胜任力培训等多种服务遥

渊三冤高职院校助力乡村多样人群学厨脱贫
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厨师学院针对四川凉

山尧贵州黔东南尧广东湛江和云浮等地需求袁利用数字
技术联动学校师资尧专业厨师和用人单位袁开展面向
乡村中青年职业技能培训的顺德模式袁培养了一批爱

餐饮尧有文化尧有厨德尧善经营的粤菜厨师袁达成了多
赢效果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8]遥 结合服务实践过
程分析框架袁实践中 G-4C模式实施如下院其一袁高职
院校尧政府尧企业与当地镇村街社区餐饮行业协会尧村
委员会合作袁借助大数据分析尧网络社交平台等了解
和定位村民餐饮创业尧专业厨师等需求袁建立了应用
研究中心尧野粤菜师傅冶培训基地尧文化发展中心袁探索
利用多方师资和场地开办精准帮扶厨师培训班尧减免
高职学费尧送教上门尧线上线下融合培训等供给方式袁
将扶贫与扶志尧扶智相结合解决农村人口创业就业问
题遥 其二袁利用互联网追踪记录村民职业技能发展与
成长数据袁满足贫困生尧失业青年尧返乡农民工等需
求袁提供可选择的数字资源尧在线课程尧混合式烹饪与
刀法技能培训课程袁分层分类尧线上线下结合提供新
型农民素质教育尧厨艺职业技能培训尧食品卫生与健
康意识培训尧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知识尧家乡特色美
食制作尧创业法律知识普及等多样内容遥其三袁依据培
训基地尧研究中心等网站尧公众号获取的服务供给过
程数据尧学厨效果评定数据尧学厨人员反馈数据袁高职
院校尧政府尧企业尧当地村委会等协同制定和调整野粤
菜师傅冶培训内容尧方式和监督与评估方法袁规范服务
供给流程与保障供给质量遥

六尧未来之路院细化研究与深入实践

借助数字技术持续改进乡村教育服务供给方式袁
推动服务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遥然而乡村教育服务数
字化转型涵盖了社会学尧经济学尧管理学等多领域理
论与技术袁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尧复杂性尧动态性的长期
工程遥乡村教育服务存在的需求多样尧内容不明尧供给
主体间协作少尧供需总量与结构失衡尧监督治理体系
不健全尧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还将持续一定时间遥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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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C Collaborative Model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MU Su1, ZHOU Deqing2, HU Xiaoyong3

渊1.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2.School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3.Center of Faculty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解决问题而提出的乡村教育服务 G-4C协同模式袁在
数字基座支持下可推动服务供给主体协同运作袁围绕
服务需求袁根据供给战略有效实施服务供给袁实现乡
村教育服务的数字化转型遥 野专递课堂促进乡村小规
模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冶野高职院校助力乡村多样人
群学厨脱贫冶实例表明袁G-4C多元服务供给主体基于
数字化平台协同开展乡村教学服务是可行的遥

乡村教育服务 G-4C 协同模式仍需在实践中深
入应用和不断细化遥当前实践案例的选取受研究者学
术视野与检索结果局限袁代表性有待验证尧剖析结果
外部推广性有待拓宽遥同时案例原始材料可能带有个
人立场袁可能引发理解与分析偏差遥G-4C协同模式的
实践框架袁 未来亦须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和迭代优
化袁以更好满足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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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is and Resolution of Atomized Educational Time in the Digital Age

YANG Daoyu, SHENG Zhicai
渊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led to a structural
change in educational time, resulting in a shift in the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time from unidirectional
linear time to atomized educational time, so that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esents an atomized feature
of "immediacy". While the atomized educational time brings convenience to students' learning, it fails to
support the integrity of students' life because it is not the authentic time that unif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us causing many existential concerns for students' life existence: in the absence of temporality in
educational time, students become the performance subject of excessive learning, facing the risk of poor
cognitive experience, and gradually losing the abilit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care for others.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ontological crisis of educational time, educators must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students' lives,
respect the temporal rhythm of students' lives based on the temporalit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waken
students' contemplation of life experience, restor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listen to others, and thus enable
them to more fully realize the wholeness of life.

[Keywords] The Digital Age; Educational Time Paradigm; Atomized Time Crisis; Life Integrity

[Abstract] Facing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is hindered by difficulties in collaboration among diverse service
providers, imbalance in the total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the need for
optimizing the way of service supply, and the lack of a robust system for service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In this regard,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ynergetics and the "Service Golden Triangle"
model,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and proposed
the G -4C collaborative model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multiple service
providers in an orderly linkage, diverse needs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
digital base of education service connecting data, services and resources, and a demand-oriented supply of
education service. Utilizing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of G-4C collaborative model, the process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ultiple cooperation in implementing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in two typical cases were
analyzed. Thi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ill-unchart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in China.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ural Education Service; Synergetics; Service Golden Triangle; G-
4C Collabora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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