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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id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ross the globe， countries are actively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improving th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s s cientific literacy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ment
developed a programmatic document，which is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T
popularization—the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NETP） . NETP motiv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of America，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 adolesc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of the four NETP. It explores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摘 要] 随着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公众的科学普及。为了抢占

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制高点，美国政府把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放在了信息化建设的第一位，制定

了利用科技发展教育、普及信息技术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教育技术计划”。持续演进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促

动了美国在信息化时代下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信息技术的普及和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本文以美国四个“国

家教育技术计划”的内容为背景，从每个计划的战略目标、内容特点与发展变化探寻美国在教育领域的信息技

术的普及之路，为我国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和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提供现实的和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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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浪潮正席卷全球，面对信息社会

的汹涌来袭，各国都加快了信息化建设的步

伐，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社会对

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应结合

信息社会的特色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提高青

少年的科学素质是开发科技人力资源、提高国

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所以各国都把青少年

作为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因而教育信息化建

设中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便成为信息化时

代的头等大事。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

的国家，在教育信息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其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对青少年信

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普及更是效果显著。自比

尔·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提出了“信息高速公

路”计划以来，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始终遵循

“要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

略方针，先后于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和

2010 年制定并颁布了“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以下简称

NETP)，这些计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信息技术

在美国教育领域普及，也使得美国青少年群

体的科学素养上了一个大台阶。本文以美国

四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的内容为背景，从

每个计划的战略目标、内容特点与发展变化探

寻美国信息技术普及之路，为我国信息技术的

普及和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提供现实的指

导意义。

1 NETP 历史变迁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革命给全世界带来了

深刻的变化，作为这场革命的引领者———美

国将信息技术普及的重大使命赋予了教育，

美国四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应运而生。

1.1 信息化时代，做好迎接技术能力挑战的准备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

期，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初步

出现，这些新兴的技术加速了信息技术在经济、

国防、教育等各领域的渗透和应用。信息技术

的飞速发展，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科学素养

的重要性，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布什总

统正式发布了《美国 2000 年：教育战略》，提

出要保证中学毕业率、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数学

成绩。1993 年 9 月比尔·克林顿正式提出建设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 NII），自此美国政府将教

育信息化建设提上了议程。1996 年 1 月，克

林顿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呼吁“为了确

保每个教室是被连入信息高速公路的，并且都

能拥有电脑、好的软件以及训练有素的教师，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性的合作”，并且把发展以

计算机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作为迎接信息

社会对教育挑战的重要措施之一。同年 2 月 8

日，克林顿总统还签署了 《1996 年远程通信

法案》，该法案将会帮助美国每间教室的每个

孩子都能连入一个开向知识和机会的世界的

窗口的信息高速公路。

信息时代的美国充分认识到了技术在教育

中的重要性，制定了若干法律政策来促进新技

术的传播。但现实中的人们却没有跟上时代步

伐和政府改革的要求。美国大多数学校不曾

使用新技术，学生很少利用新技术去学习，他

们平均利用电脑学习的时间也就一天中的几

分钟而已。事实上，严酷的现实是：只有 4%

的学校每 5 名学生拥有一台电脑 （一个可以被

认为正常使用的比例），只有 9%的教室连接

到互联网。这样的形式会使得美国的学生在工

作、商贸的新的国际化竞争的市场中处于一

种很不利的地位，同时也会使得美国在国际

竞争中处于危险的境地。于是，美国联邦教育

部在 1996 年颁布了第一个 NETP———《为美国

education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for our country from each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he content
features of the plan.
Keywords：America；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Youth Science Literacy；IT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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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迈进 21世纪做好准备———迎接技术素养

挑战》 [1]（Gettin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该计划指出四大目标，即所有教

师都将能够获得所需的培训与支持，以促进

学生学习应用计算机与信息高速公路；所有

师生都将能够在教室里使用现代多媒体计算

机；所有教室都将与信息高速公路相连；有效

的软件与在线学习资源将作为所有学校课程

的必要组成部分。
1.2 世纪之交，提供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学习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

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出现“一高两低”

（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增长特征，美国进入了“新经济”增长范式

时期 [2]。失业率自 1992 年以来逐年下降，

2000 年 4.1%的失业率更是达到 1971 年以来

的最低点。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科技的应

用和普及。到 1999 年，’96NETP 制定的目标

已经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在中小

学得到普及[3]。逐渐有很多中小学学生和教师

从使用计算机和因特网中获取益处。据相关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学校的教与学过程中，

涉及的利用技术革新教育的计划，都对教师

和学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小学中提高

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的观点已经被广大公众

所支持：其中对技术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认可

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 69%；而认为为了提

高教学，学校应该对技术进行更多资金投入

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82%。

当然，要让科技能够真正惠及学生的学习

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有调查显示 83%的中

小学教师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与实践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68%的教师认为缺乏足够

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把技术整合到课程中，66%

的教师认为缺乏培训的机会，64%认为缺乏技

术支持，43%认为缺乏行政上的支持。于是，

2000 年 12 月，美国教育部对 ’96 NETP 进行

了战略性的总结及修订，颁布了第二个

NETP———《数字化学习：让所有孩子触手可

及世界一流教育》 [4] （E-Learning：Putt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 All

Children），将原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四大目标重

新总结、扩充成为五大目标：（1）所有师生在

教室、学校、社区、家中都有接触、使用信息

技术的机会；（2）所有教师都能有效地应用技

术来帮助学生达到更高的学术标准；（3）所

有学生都具备技术和信息素养技能；（4）开

展有关研究和评估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下一代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5） 利用数字化教学

内容、通过网络应用变革教和学[5]。
1.3 21 世纪初，迈向美国教育的黄金时代

随着前两个 NETP 的实施，美国计算机已

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公立中小学校生机比，

1998 年为 12：1，到 2000 年生机比为 5：1。就

网络的连接情况而言，1995、2000、2002 年，

美国中小学学校联网率分别为 50%、98%、

99%，教室联网率分别为 8%、77%、92%[6]。

现如今，几乎大部分美国学生更愿意利用信息

技术从网上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学科信息，网络

资源的丰富性和易获取性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了

很大的动力，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能力很多都

已超越了他们的老师。网络激发了他们学习的

兴趣，尤其是研究和创新技术的兴趣。2001

年 1 月，小布什总统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的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中提出各学校应

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以提高学业水平，而且课

堂中最新技术应用的目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其本

身，要进一步明确新战略的发展方向。尽管

在教育改革方面已经有所进步，但形势仍不容

乐观。2001 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南北差

距、“数字鸿沟”拉大。计划实施的投入增加

而结果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同民族、

种族、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学生之间仍存在很大

的差距。

2002 年 5 月 2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o Child Left Be-

hind Act） 教育法案。该法案指出，尽管政府

对全国的中小学教育投入巨大，但是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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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机构 （National Assessments of Educa-

tional Progress，简称 NAEP） 对中小学生阅读

能力的调研，发现结果一直维持在一个水平，

并没有提高；同时，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

领域的成绩已经低于世界水平，必须要加强

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该法案要求：

学校要有更强的绩效责任；改进数学和科学；

建立更为安全的 21 世纪学校；给予家长和学

生更多的选择权；各个州、学区和学校具有更

多的灵活性[7]。鉴于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所取

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美国政府在“NCLB

法案”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指导下制定了国

家教育技术发展战略性计划———《迈向美国教

育的黄金时代：互联网、法律和当代学生展

望》 [8] （Toward a New Golden Age in American

Education：How the Internet， the Law and To-

day’s Students are Revolutionizing Expectation）。

该计划对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出新的要求，提

出要“培养学生很强的网络领悟能力”，并且

给出了七点行动建议：加强领导力；考虑改

革新预算；改进教师培训；支持数字化学习

和虚拟学校；鼓励使用宽带网；迈向数字内

容；建立综合信息系统。
1.4 变革美国教育：技术推动的学习

现如今，技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

习和工作必不可少的用品。新兴的技术帮助人

们获取他们想要的资源，并与世界交流他们的

思想。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需要更多获取

资源的机会和更广泛与更多人联系的机会。目

前，封闭式的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

求，他们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同时，2006 年春季，美国“次贷危

机”逐步显现。教育上，这场危机的爆发直接

导致了州政府缩减了对教育的投资，造成教师

的流失和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高辍学率、低

就业率、弱势群体教育不均衡等现象极为严

重，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面临经济上无法维持

的窘境。

在经济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使美国

经济走出低谷；在教育上，希望加大投入，

并通过立法确保培养弱势群体的科学素养，

2009 年奥巴马签署了 《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

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

ment Act of 2009）。同时，奥巴马政府在其工

作报告中对美国未来教育提出了两个明确的

目标：一是到 2020 年，美国将提高大学生

的比例到 60%；二是缩小学生之间的成就差

距[9]。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2010 年 3 月，

美国发布了第四个 NETP———《变革美国教

育 ： 技 术 推 动 的 学 习》 [10] （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

nology）。该计划中提出“学生需要掌握批判

性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与分析信息的能

力、会运用技术进行交流与合作以及多媒体

通讯，会运用可靠的推理理解并做出复杂决

定，理解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

2 NETP 特点分析
综观美国的四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充分显示了美国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信息技

术的普及呈阶段性、历史性的发展规律。科技

推动学习的教育发展新模式既顺应了信息时

代的发展要求，也顺应了美国教育高度发展的

新要求。
2.1 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中，信息技术普及重心

和举措呈阶段性变化

美国 NETP 的制定是呈阶段性逐步往前推

进的。每一个 NETP 的制定都是从国家战略高

度出发，以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发展状况为背景，针对当时教育发展

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充分考虑信息技术的变

化，提出信息化建设的阶段性重点与举措，并

且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政策，如表 1 所示。
2.2 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对学生信息技术素

养要求的阶段性提高

学生信息技术素养能力从基本的对计算机

及网络技术的掌握 （技术能力像阅读、写作、

算数一样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技能）

到要求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与分析

信息的能力，对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能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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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ETP 发布历程表

举措

爷96
NETP

爷00
NETP

爷04
NETP

爷10
NETP

计算机技术尧多
媒体技术尧网络
技术初步出现袁
但教育应用欠
缺渊大部分中学
生阅读尧 数学尧
科学方面没有
达到应用水平冤
教育信息化基
础设施已经普
及袁全面发展教
育信息化条件
已经基本具备
9窑11 事件引起
全民恐慌曰教育
不均衡现象严
重袁构建数字化
学习的世界课
堂袁不让一个孩
子掉队

金融危机袁经济
低迷曰企图利用
教育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袁刺激
经济发展袁阻止
教学质量下降

叶1996 电
信法曳
渊Teleco
mmuni鄄
cations
Act of
1996冤

叶2000 年
目标曳

NCBL 教
育法案

叶2009 年
美国复
苏与再
投资法
案曳

基础
设施
建设

教育
技术
应用
普及

规范
教育
技术
应用

构建
持续
发展
的全
民终
身学
习体
系

技术文化挑战启动方案
渊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 Initiative冤
电信教育折扣方案
计算机辅助教学
渊CAI冤
信息高速公路渊NII冤

计算机辅助教育渊CAE冤
教师信息技术培训

E-learning
在线学习袁多媒体教
学袁虚拟学校
美国竞争力渊ACI冤计
划

学习理论袁云计算
学习尧评价尧教学尧基
础设施尧教育生产力

计划
名称

针对的问
题与背景

法律
政策

重心

求总是随着信息社会的需求而做不断的调整，

如表 2 所示。

2.3 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对教师信息素养要

求的阶段性提高

关于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方面，从最初注

重教师基本技术能力的培训使教师能够帮助

学生利用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再到要求

所有教师都能有效地应用技术，最后要促进

高水平、高质量的个性化教学的培训 （如表 3

所示），对教师的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因为教

师是直接影响学生有效利用技术学习的主导

因素。

3研究的启示
美国的四次国家教育技术计划是美国为适

应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从国家层面

推出的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路径，这四次计划

给美国信息技术普及指明了道路，也给其他国

家信息技术普及和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提供

了借鉴。
3.1 强化信息意识，促成多方协同支持信息技术

的普及和信息素养的培养

教育信息化建设中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

素养的培养关系到学校、社会、家庭等各领

域，它需要各个领域都要有以信息技术带动教

育发展的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教育要改革，

观念须先行”。观念建设是中小学信息技术普

及的前提。同时，教育信息化又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应
用开展、标准化、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国际

合作等多方面工作，它既需要政府的引导，如

2011 年在 《美国创新战略》 中提出“交通基
础设施是工业经济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

而数字基础设施是知识经济竞争优势的主要来

源”，实施“网络学习改造计划”，以实现“教

育技术的飞跃”，也需要组织协调各级政府相

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多方面力量，迎接社会全球化所带来的各

个挑战，使新技术的优势能真正的惠及与民。
3.2 信息化时代，要努力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努力提高全体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是现

表 2 学生信息技术素养能力阶段性变化

爷96NETP 爷00NETP 爷04NETP 爷10NETP
学生学习
使用计算
机和信息
高速公路
的能力

所有的学生
都将具有技
术和信息素
养技能 袁明
白做什么和
怎么做

培养学生
的网络强
领悟能力

学生需要掌握批判性
思维能力尧系统思维能
力与分析信息的能力袁
运用可靠的推理理解
并做出复杂决定袁理解
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

表 3 对教师要求的变化

爷96NETP 爷00NETP 爷04NETP 爷10NETP
为帮助学生
利用计算机
和信息高速
公路进行学
习 , 对所有
的教师提供
培训

所有教师都
能有效地应
用技术来帮
助学生达到
更高的学术
标准

改进教
师培训

教师将通过技术获得
个人或集体的支持袁包
括能促成或激发对所
有的学习者来说更有
效的教学数据尧 内容尧
资源尧专业知识和学习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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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必要条件，这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界和各国

政府以及其他各界的共识[11]。美国教育信息化

建设中尤其重视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甚

至把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放到在了第一位，

强调要使更多的年轻人对科学、数学和技术

产生兴趣，最终要求青少年要掌握批判性思

维、系统思维与分析信息的能力。青少年是祖

国的未来，要使我国在信息社会中不落后于其

他国家，必须要提高青少年的信息素养。为了

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普及，我国教育部 2000

年发布了 《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

的通知》，旨在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

努力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随后又

提出了“校校通”工程、“农远工程”和“班

班通”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在缩小城乡差

距，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同时青少年还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和

学习其感兴趣的新的信息产品和技术，掌握相

关的信息技术，缩短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

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3.3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信

息技术普及环境

新技术的普及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的投

入，才能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美国在教育信息

化建设中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部分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并且通过多项政策法规，根据本国

国情，确立了联邦、州、地区等不同层级的资

金资助方式，支持和鼓励企业、私人等非政府

机构或个人参与到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建设，评

估实施有效教育技术的资金预算等多项措施，

从而使得教育技术发展能够获得稳固的资金

来源，促进了科技发展教育的有效展开和持

续推进，也为学习者营造了良好的科学技术

普及环境。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达

到了应用整合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对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投入。首先，要确保宽带网

络的便捷性和优良性。其次，保证每个学生和

教师在校内外至少有一台网络接入设备以及

相应适合的软件和资源用于研究和交流。第

三，支持公共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以促

进所有学习者的创新。
3.4 加大培训,提高各层级相关人员的技术能力

水平，创造良好的信息技术普及条件

信息化的教师队伍、管理人员队伍的能力

素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此提高各层级相关人员的技术能

力水平，为提高青少年的技术能力素养创造了

良好的信息技术普及条件。美国在进行教育信

息化建设中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管理人员队伍

的能力素质的建设。四个 NETP 都着重强调了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素养，通过政府的政策支

持、资金资助等形式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大量

的培训，并根据不同时期的需求确定了教师信

息技术能力标准。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对管理

人员及技术相关人员的重视也在第二个 NETP

之后行动起来，通过明确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的所需掌握的技能标准，鼓励其参与到提升创

新观念和自身技能的培训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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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有所上升。随着月收入的提高，支持比例

波动不定，反对比例略有上升。东部、中部、

西部的支持比例递减，反对比例递增。城镇比

农村的支持比例低，反对比例高。第三，在公

众参与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推广的问题上，

80.3%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参与政策决策，认

为应以听证会的方式参与的公众人数最多，占

到总数的 56.0%；其次是选择网络议政的公

众，占到 24.3%。第四，对于政府管理转基因

问题的方式上，大部分公众认为政府应适当发

展并加强监管，并慎重商业化。最后，被调查

公众期盼政府能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完善风

险监控体系；严格审批程序；提高公众参与；

强化质量追究责任；政府及时公布信息；标识

齐全并发布信息。根据所得到的结论，我们提

出了若干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对转基因食品的科技政

策制定和科普工作提供参考，另外，对其他争

议性技术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普工作也有一定

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有若干不足之处。首先，从事农林

牧副渔行业的被调查者人数较少，只有 3.6%，

而科技和农广人员的观点在转基因食品调查中

是十分重要的，但人数分布仅仅只有 8.2%。

农村的被调查人数不到 30%，远低于城镇的被

调查者人数。未来的调查应当加强对农林牧副

渔行业、科技和农广人员，以及农村人员的调

查。其次，在对转基因玉米如果出现负面的社

会影响的责任归属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具体指

出是哪一种负面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提问方式

一方面有其优点，即能够调查公众对这个问题

的综合模糊态度。另一方面这样的提问也有其

缺陷，即缺乏具体的针对性，这样公众对这个

问题的判断就缺乏精确性。希望未来的研究可

以聚焦到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提问。最

后，我们期待未来研究能调查公众对其他争议

性技术的科技政策的期待，为争议性技术的科

技政策制定和科普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证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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