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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网络的普及和各种新兴 APP 的崛起，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城乡距离越来越近。

在经济发展中，互联网也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借助网络力量，结合教育主题，助力精准扶贫，我们可以在乡村建立独特的

人才扶植和培养体系。论文就是对于这一探索的讨论。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various 
emerging APPs, in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urban and rural distance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net also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With the help of network power, combined with educational themes, to 

help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we can establish a unique talent support and training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is a 

discussion of thi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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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文件，主题是《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意见》。这份文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作为了主题，代表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转移，同时也可以从“意见”中看出，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已经成为了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2 “互联网＋教育”在乡村推动的困难

第一，互联网在农村高龄人员中认同感不高，网络技术

使用率低。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教育水平的限制，中国许多农

村区域对于互联网的认知不够普遍，网络的普及度也比较

低；被扶贫的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借助网络进行学习的积

极性必然不高。除开这点之外，这些地区对于网络的参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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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比较低，对于现在科技的接受度不高，普及起来较慢，

使得部分地区针对“互联网＋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 [1]。

第二，读书无用论思想的荼毒。

已崛起十年有余的房地产和近年崛起的各种网购外卖快

递消化了大量低学历劳动力。在许多乡村，只要识字能写字

能干活，工种多为修路、绿化、建筑、物流等。从家庭来说，

现在求职压力巨大，倾家荡产培养一个大学生有时候并不能

获得预期的回报，早早进城务工反而会很靠谱。工地包吃包

住，平时省着点花，春节前一个建筑小工能拿五万左右回

家，大工、带班、技术工、快递员等能拿更多。对基层老百

姓来说，在一线城市打工的收入攒几年就能回村盖大房子，

这是良好，如果在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就是交了份优秀答卷。

这两年用工荒又闹得厉害，只要肯吃苦，挣钱渠道比较多。

在现在的背景下，大部分孩子还是能做到坚持到初中结业考

试的，中考参加与否无所谓了。很多孩子家长对外宣称初中

毕业，其实很多连小学都没念完，也不影响打工挣钱。因此，

读书无用论的土壤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

第三，乡村基础建设整体薄弱，硬件条件不完善，专业

人才也比较匮乏。

通信设备的覆盖率不高、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应用度不高，

投入产出比较低，特别是许多贫困地区处于比较偏远的山区

里面，网络配套硬件不完善，制约了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人才外流也是中国许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省

份乡镇所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青

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许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这些人

员因为教育资源有限，自身知识水平和见识也比较有限，受

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不够先进，推动起新兴事物来阻碍较

大。很多偏远、贫困、没有特色与发展潜力，又留不住年轻

人的贫困自然村甚至会消失。

3 “互联网＋教育”在乡村推动的好处

经济扶贫是当前的治标之术，知识扶贫是长远的治本之

道。用经济扶贫带动知识扶贫是标本兼治之策。

传统教育的模式，是受教育者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单向

输出的讲课。受教育人群以学龄青少年为主，教育者以教师

为主，学习地点以教室为主。而登录互联网，从移动终端上

许许多多学生任选学校和老师，根据自身需求安排课程时

间，是“互联网＋教育”。近些年兴起的微课、慕课、线上

课堂等，全都是“互联网＋教育”的结果。它用惊人的速度，

迅速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老师在教学设计、备课、

教学评价等时候，都会参考网络课堂的内容 [2]。

传统的教育模式，由权威对知识进行了垄断，而“互联

网＋教育”的模式打破了这种垄断。让教育越来越开放，人

人都是讲师，人人也都是学生。传播知识、共享知识，每个

人都能都迅速、准确地获取和利用知识。这就是学习型社会

的建设基础。每个人都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成为在知识

海洋里遨游的鲸鱼，鲸吞着想要学习的知识，最后转化成自

己的力量。

在中国乡村，还有千万的未成年人、残疾人等，他们受

困于生存环境的经济形势或者文化形式，想要进修的渠道并

不通常。通过“互联网＋教育”的力量，国家可以通过网络

技术渠道，实现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和人人共享，达到真正

的教育公平。大力发展线上教育、互联网教育，能够深度挖

掘网络的正面影响力，提升贫困地区受教育者，借助网络力

量，对于知识的学习能力，对于世界的接受程度，和与同龄

人交流的能力，真正让网络为教育所用，促进职业培训遍地

开花，全面提升贫困乡村的人员整体素质。

如果想要阻断贫困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就得使得贫困家

庭出身子女，同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女一样，能够接受质量好、

公平科学的教育。推进“互联网＋教育”，不仅要让贫困子

弟能读书，读好书，更要为优秀的、有天赋的贫困家庭孩子

上好大学、好职专创造必要条件。这其中就可以利用远程

教育的方式，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实现优质师资的教育资源

共享。

4 “互联网＋教育”在乡村推动的方法

4.1 严格把控行业门槛，规范线上教育标准

从机构资质、师资资质等方面，教育部门、网信部门、

公安部门等可以联手推动行业的规范化，为有资质、符合要

求的企业机构发布认证。让受教育者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

4.2 严守线上培训的底线，统一规划平台，保证平

台的专业度和非营利性

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要依托大数据与云

计算技术，整合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反馈与应用功能，

重视线上培训数据全渠道收集、多角度分析，历时性比较、

可视化呈现，确保能对外线上培训全程管理、实时监管、全

面监控 [3]。

4.3 加强外问监管、促进行业自律

强化问责考核，把相关工作纳入教育督导，并对责任落

实不明确、措施实施不到位等“懒政”行为进行问责追责。

基于线上培训的特殊性，建议成立线上培训联合工作小组，

确保校外线上培训的合法运营与规范服务，并确立“黑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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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实施分类管理。建立与完善行业协会制度，敦促校外

线上培训机构自觉自查，鼓励培训机构互相学习、互相监督。

4.4 以就业为目的，立足岗位需求和社会需求，设

计特殊教育多元化课程

教育是最好的扶贫手段，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科教

兴国。“输血式”的扶贫手段已经被历史证明不可取，现在

需要的是“造血式”的扶贫手段。立足就业，以岗位需求、

就业需求为目的。为特殊人群开设就业技能培训课程或者是

就业指导课程。帮助他们转化成专业技能型人才，完善乡村

人才梯队。对于落后地区能学会开叉车就比不会开叉车只能

肩扛的强。能学会用电脑的，就比不会只能求人的强。能会

开车跑运输的，就比不会开车只能推手推车的强。

5 “互联网＋教育”推动乡村人才培养的方向

5.1 农村科技人才

许多贫困乡村之所以致富困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理

位置偏僻，丘陵、山地较多，或自然条件恶劣，导致生产力

难以发展，只能一直延续传统的手工劳作的方式。在乡村发

展的过程中，科技型人才的流失和难以引入也是不小的问

题。如果能够通过互联网教育的方式，推动农村科技人才的

引入、培养和稳定，那么就能为贫困乡村的生产力提升引入

新的活力。发展诸如生态农业、立体农业、智慧农业等项目，

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

5.2 农村社区人才

基层工作的推动，离不开社区型人才。乡村人才缺口大，

其中社区人才的不足就是问题之一。理工类人才可以发挥专

业优势，向科技人才转化培养，文科类人才也有不小的用武

之地。以往农村的社区型人才，不少都是由城市拨调，这就

容易形成人员到岗后需要较长时间融入当地环境的情况，阻

碍了工作的推动和效率。若能从乡村本土培养社区型人才，

则省去了很多磨合的时间，大大提升脱贫工作的效率。

5.3 新型职业农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为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

的形象千百年来都不曾有较大的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日

复一日的劳作就是农民群体的画像。但是这种传统的耕作形

式，科技含量低，难以提升单产。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如

果能够提升“农民”这个身份的技术含量，提升土地的单产

或者提升农产品的营收能力，不仅能够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留在家乡，改善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问题，也能提升社会的稳

定性，让广大农民群体不必每年往返一线城市打工挣钱，在

家门口就能通过劳动获得很高的收入。所谓的“新型职业农

民”，就是以农业作为职业，拥有相当的专业技能，收入主

要靠农产品的生产或经营，并且达到相当水平收入的农业从

业者，在我国现行优惠政策下，这类群体可以享受人才激励、

创业贷款等多项扶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农业经理人”。

受疫情的影响，许多行业都有着不同于往日的冷淡，但是只

要拥有技术、知识和能力，就能够保住手里的“铁饭碗”。

5.4 农民培训讲师团

而针对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像健全人

一样外出务工、务农的，可以向农民培训讲师方面进行培养。

传授农业经营、生产相关专业知识，或者利用互联网、远程

教育、抖音平台培训，让他们也可以带货农产品，实现自力

更生。甚是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讲师培训，成为新媒体平台教

人致富的讲师，宣传互联网职业培训教育，让更多的贫困乡

村人口学会技能，实现自给自足，劳动致富。

6 结语

“互联网＋教育”的思想，是帮助职业教育深入乡村、

深入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让贫困地区的乡村人口，只要有一部能够上网的手机，就能

够下载到就业指导、就业培训的 app，进而推动职业技能培

训下沉到贫困乡村的家家户户里面去，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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