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 公益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 １１－０１５０ ２０19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第 111期 总第 4055期 本期共 16版

ｈｔｔｐ押 ／ ／ｗｗｗ．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

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社长：刘京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路甲 ６ 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０ 电话：010-65953695/96/97/98 传真：010-65950989 读者热线：010-65860192 零售：3．0０ 元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致读者：感谢您对本报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稿。 读者热线：010-65953696 投稿邮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 � 时至今日，我国的“支教”行动已从昔日的政府主导发展到了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要参与力量，不过，因大多数参与
支教的志愿者渠道丰富、期限不定、流动性大，至今尚无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统计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联网教育资
源的日益完善、AI 教育的尝试性迈进，支教活动面对新的可能，也可能迎来更多挑战。

目前国内支教活动发展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传统支教模式与新兴互联网支教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还是互
相促进的有机结合体？ “支教”这种特殊的教育支持形态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演进中会否一直延续下去？就此，《公益时报》
记者走访多名业内人士，试图对以上问题找到答案。 08-09 版 封面报道

02版 数字 /超七成网友表示支持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撤桶”

03版 新闻 /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需征得监护人明示同意

05 版 新闻 /社会力量赋能村小

06 版 新闻 /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新政出台

07 版 新闻 /未成年人面临四方面网络风险

互联网大时代下的支教“变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