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三级网络体系的专递课堂 

实践共同体”项目研究内容解析 

徐  婵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 要：“基于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三级网络体系的专递课堂实践共同体”项目是落实教育部《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而提出的信息化教学应用模式研究和实践。本文从

解析项目的研究内容入手，明确项目研究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推广职成教育专递课堂的区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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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30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年度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

实践共同体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从同步/专递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翻

转课堂三类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模式中遴选出 15个不同应用方向的实践共同体，开展信息化

教学应用模式研究和实践。2019年 1月 3日，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牵头组建的基于现代农村

职成教育三级网络体系的专递课堂实践共同体入选，成为全国唯一的职成教育信息化教学应

用实践共同体。项目的成功立项对进一步总结凝练黑龙江省部共建现代农村职成教育试验区

试点县建设成果，巩固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成效，探索中高职衔接一体

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城乡职成教育均衡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项目组通过深入调查，

反复论证，确定的研究内容如下。 

一、开展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专递课堂应用模式调研 

“专递课堂”是指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心学校安排专业教师，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同

时给一个或几个教学点学生进行异地网络授课，让乡镇村地区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一

种教学模式。专递课堂相对于传统课堂不仅在教学空间、教学对象上发生了变化，其由中心

校教师、教学点教师、教学点学生、设备管理人员构成的课堂角色也更为完整丰富，在技术

的支撑下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专递课堂。该项目所研究的专递课堂是指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

城镇职业院校与县乡村教学点开设“1+N”结构的互动课堂。 

项目组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共同体成员单位开展基于学习者、基

于辅助教师和基于主讲教师三个层面的调查研究。基于学习者层面的调查主要包括学习兴趣、

课堂满意度、课堂参与度等主观感受无法通过短期观察得到的结果，需要在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结合访谈法得出结论；基于辅助教师层面的调查一方面包括其自身的教学组织、教学管理、



授课效果，另一方面包括对主讲教师的技术操作、教学方法、教学能力、教学情况的第三方

认知，以问卷调查为主；基于主讲教师层面的调查主要针对其对专递课堂的评价、改进建议、

教学设计、专递课堂对学习者的影响等，采用访谈法。 

二、完善专递课堂实践共同体运行机制 

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专递课堂实践共同体是在试验区试点县和国家示范县建设的大背景下，

依托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三级网络，以专递课堂为教学组织形式，以培养符合新时代中国乡村

特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共同目标，以解决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不均衡的问题为共同责任，

以信息化教学资源共建、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现代农村专递课堂共用为共同任务，致力于推

动城乡职成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共同体。 

由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牵头，与黑龙江省部共建现代农村职成教育改革试验区试点县、

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黑龙

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黑龙江农垦职教集团、

齐齐哈尔现代农业职教集团等单位重组共同体管理委员会，协同研究构建专递课堂准入机制、

运行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县乡村”线下共融，“政校行企”线上共育的共同体运行模式。 

三、优化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专递课堂应用标准 

“三级网络体系”主要指依托信息化平台，发挥开放与共享的职成教育远程网络体系优

势，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乡村一线。其中，一级网络是指以县职教中心为龙头的信息化教

学网，二级网络是指以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的信息化教学网，三级网络是指以村教学

点为基础的信息化教学网，三者之间互相作用构建现代农村职成教育三级网络体系。 

黑龙江省部共建现代农村职成教育试验区试点县项目中，共建设了 17个试点县和 1个试

点。建设中，通过撤销、合并、转型、停办等办法，将县域中职学校由 74 所减至 48 所，基

本形成了一县（区）一所职教中心的办学格局。建设了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310 所，即骨

干，建设了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3012个，比建设前增加了 825所，网络覆盖率由建设前的

40.22%，提高到 100%。 

依托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社区开展专递课堂标准系列研讨活动，制订包括网络（内

网、外网）要求、设备（主讲教室、听课教室）要求、教学环境要求、教学平台要求、安装

配置要求和使用效果评价等内容的专递课堂建设标准；制订包括合作备课、课前预习、课堂

教学、课后自学、成果交流、协同考核等内容的专递课堂教学实施标准；制订包括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果、学习方式、学习状态等内容的评价标准。 

四、开展数据链精准育农专递课堂应用实践 

数据链精准育农是指基于现代农村职成教育学习者共性需求数据和专递课堂学习中的个



性实效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以共性需求数据确定教学标准，以个性需求数据开发教学资源，

调整教学方法，实施精准教学，最大限度发挥专递课堂均衡城乡职成教育资源的作用。其应

用模式有两种：一是“S2S”即学校（school）对学校（school），主要指黑龙江农垦职业学

院和县域职教中心共同开展的中高职衔接专递课堂教学。共同体在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开设

专业中，依据各县域中职学校需求选择 1 个试点专业进行对接，开展中高职衔接专递课堂；

二是“S2S”即学校（school）对个人（person），主要指中高职业院校对不同等级的新型职

业农民开展的专递课堂教学。共同体在成员单位县域内进行以新型职业农民学习者个体为单

位，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专递课堂教学。 

建设期内，实践共同体将聚焦现代农村职成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探索以实践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协同推进

信息化教学应用，形成成熟的、可借鉴、可推广的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化教学方法、教学

组织形式和典型案例，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信息化教学应用骨干队伍，推进形成信息化教学应

用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职成教育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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