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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2015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信息化，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01 教育信息化：现状挑战

提纲



１、面向信息化的学生核心素养要求

⚫ 人文底蕴

⚫ 科学精神

⚫ 学会学习

⚫ 健康生活

⚫ 责任担当

⚫ 实践创新

适应互联网+，“数字化生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

全面
发展的人



２、信息化教学成常态

新课程 新应用

新技术

MOOC/SPOC

视频公开课

开放教育资源

云计算、学习分析、社交媒体、增强现实、

平台电脑、电子书包、智慧教室等

翻转课堂、微课教学、创客教学、

TPACK 、１:１学习

MOOC

◼ 教育部战略规划项目《信息化教学有效模式与方法》(主持人：胡小勇)



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挑战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最好的技术，如果没有与使用

这种技术相适应的教学，它在教育环境中就毫无用处。”

——《学习—财富蕴含其中》

◆“即使学校更大规模地购买计算机、光盘、甚至与卫星相

连，也不会自动地在教学活动中产生教育改革者所预想的

变化。”



最近1公里 V 最后1公里

学科+课堂：教师+学生

３、如何跨越一公里?

如何突破最后一公里？



３、如何跨越一公里?

⚫ 使信息技术落地于学科课堂，深入新一轮课程改革的

主战场；

⚫ 提升和发展教师设计和实施信息化教学的专业技能；

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和综合能力培养。

⚫ 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整不整合，而在于找到技术如何

整合于新型教学法实践的切入点。

——Strommen &Lincoln



02 教育信息化：政策趋势

提纲



1、从政府互联网+，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2015年初，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

要通过互联网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迎接教学改革新浪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互联网+”等的关键词

北京“首届互联网+”教育高峰论坛开幕
上海首个国家级互联网

教育联盟成立



⚫ 互联网＋

⚫ 云计算

⚫ 三通工程

⚫ 教育大数据

⚫ ＭＯＯＣ

⚫ 翻转课堂

⚫ STEAM

⚫ 创客教育

⚫ 一师一优课

⚫ 数字资源券

Keywords 10 



差异还是差距：技术常态化有效应用



切勿照搬照抄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

国情不一样

要选择性吸收和活学活用！



03 信息化教学：应用落地

提纲



１、理性看待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变革

01

适需

02

适时

03

适量

04

适度

互联网＋时代的教学：融合适变



有效应用，深度融合

2、应用驱动



3、系统考虑

行政

硬件

策略

软件

软 件
工具

支持

教育信息
化

队伍

资源

《路径依赖视角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胡小勇



中国大，差距大



４、关注案例实践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怎样的专业指导对教师的帮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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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结合课例的纯理论指导

B. 与同事共同阅读理
论材料并相互交流

C. 课改专家与经验丰富的教
师共同指导课堂教学实例

D. 经验丰富的同事在教材
教法方面的指导

E. 同事之间对教学实际问题
相互切磋交流



４、关注案例实践

⚫ 积极探求技术深茺融合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

 技术的时效性：技术的使用是否在学科教学有效时效之内，而非

学科之外；

 技术的可靠性：教学中所使用的信息技术，是否可靠，是否易用、

是否易得；

 技术的适度性：在学科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时，是否适度、有节

制，而非喧宾夺主。

 技术的创新性：从整合到融合？多单一到多元？



４、关注案例实践



04 信息化教学：深度融合

提纲



学科实践

学生变化教师发展

教学效益

技术环境

课程资源

学校
信息化

六维关注



(1) 关注技术环境



手机来了，手机可以进课堂吗？

风景这边独好

与手机抢夺学生的注意力：
世 界 性 的 教 学 难 题 。



（2）关注教师发展

⚫ 老师永远不会被“取代”，不会被Replace；

⚫ 但是，老师必须时刻“重置”，时刻“Re-

place”自己的角色，调整定位。

专
业
发
展

时代发展

信息时代
的教育变
革期



(3)关注学生变化

ICT已经变成新时代的强势知识和生存技能；

◆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

◼ “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

◆ 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

◼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

思维模式 学习方式 兴趣习惯



（4）关注课程资源

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却忍受着知识的饥渴。



《设计好微课》,机械工业出版社

../../../mybook/微课书稿/微课书稿修订意见v2.0/设计好微课-清晰版-已更换封面-2017-04-28.mp4


（5）关注学科实践

⚫有效融合的学科实践观测点：

◆ 核心目标：有课型定位，为学科教学效果服务；

◆ 知识关测点：促进知识的理解；

◆ 行动关测点：提供交互的机会；

◆ 情感关测点：增强情感的投入；

◆ 技术应用：某个环节用好了技术；

学科
目标

行动

学科+课堂：教师+学生



教育信息化投入的常见状况：

◆ 在前期和后期的投入不足

◆ 大量资源投入系统开发

◆ 导致系统建设成功率低

教育信息化常见的投资状况

规划设计 开发建设 培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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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投资回报微笑曲线：

◆ 前期规划与后期推广使用回报最高

◆ 系统开发的本身回报不高

IT建设投资回报微笑曲线

投
资
回
报

规划
设计

培训
应用

系统
开发

（6）关注教学效益



05 未来：互联网+教学

提纲



智慧学习：不只是技术问题

教法有法

但无定法

贵在得法



互联网+教学创新: 变与未变



关注信息化教学

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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