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Teaching Practice
教 学 实 践 篇2016.4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1期

  学校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
            机制和策略：基于案例的研究 *

刘晓琳，经倩霞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教学创新的机制是联系教学创新系统的要素并使其协同作用以推动创新、实施创新和使创新可持续

的关键，把握教学创新的机制对于推动学校层面教学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案例分析法，设计案例遴

选标准和案例分析框架，选取并分析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30个典型案例，从学习者

属性创新、教师属性创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资源创新、教学组织创新等五个维度对所选取的典型案例进行分

析，总结学校层面信息化教学创新的特征，凝练学校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动力机制，并针对创新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障碍提出可行的解决策略。研究表明，学校教学创新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学校管理者、教师自身以及外部

研究机构等三个方面，学校层面上建立重视教师主体性的创新氛围，设立良好激励保障制度，为信息化环境下教

学创新提供支持服务团队等对于保障教学创新的顺利启动、实施和可持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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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信息技术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变革着社
会文化和经济形态，带来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
式，“变革传统教学”和“创新教学模式”等已
经成为教育创新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研究领域，
有关教学创新的研究在传播学、心理学及认知科学
等领域大量涌现。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教学
创新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理论。关于信息化环境下
的教学创新，研究者们主要从“创新扩散”“创新
采纳”“组织创新”“个体创新”等研究视角进行
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项目。然而，我们不得不
承认，一方面，对学校层面教学创新实际案例的研
究相对缺乏，思辨层面的探讨尽管具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但是却常常难以指导一线校长、教师开展具
体的教学创新实践；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由研究
者推动的实验层面的创新项目在项目结束之后不能
持续开展的问题凸显。反观实践领域，尽管随着教
育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一大批教学创新实践，但
是仍旧有相当多的教育决策者、基层校长、一线教
师们迫切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教学是创新的教学？
信息化环境下如何实现教学创新？这两个问题正是

本研究尝试探讨的问题。前者属于“是什么”的问
题，涉及对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特征及表现的
认识，后者属于“怎么办”的问题，涉及对信息化
环境下教学创新的机制和实施策略的认识。

鉴于研究问题的性质，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
方法，通过多维度剖析教学创新的典型案例，总结
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特征及表现形式，凝练教
学创新的机制，提出在实施教学创新的过程中需要
应对的障碍及解决策略，以期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一
定的启示，为教育管理者推动学校层面教学创新提
供具体可借鉴的经验。

一、相关研究综述

首先，在教学创新的研究上，研究者们从不
同的层面和视角对教学创新进行了研究，归纳起
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宏观层面，从教育
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视角对教学创新进行了系列研
究。如就教育发展总体战略[1]、教育体制改革与教
育创新的关系[2]、教育发展保障条件与机制[3]、推
进素质教育[4]等进行了探讨。(2)中观层面，从学校

* 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新媒体技术支持下的STEM教育模式与学习环境的设计研究”(课题编号：
SKZZY20141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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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变革、教学模式创新以及师生主体关系转
变的视角对教学创新进行了研究，如钟启泉指出学
习环境变革包含着一系列创新“应试教育”的观念
与体制的行动课题[5]；吴康宁指出，师生关系的转
变以动态的“互生互学”关系的构建为导向[6]；陈
庆贵等人研究总结了农远工程支持的中小学课堂教
学创新模式[7]；黄荣怀教授团队提出了包括远程专
递课堂、网络空间教学、异地同步教学等在内的十
大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8]。(3)微观层面，
从教学资源、教学媒体等教学系统的单一要素变革
或优化的视角研究教学创新，如杨晓宏等从现代教
育理念的指导下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进
行了研究[9]。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就教育教学的某一方面
对教学创新进行了探讨，为推动教学改革奠定了一
定的理论基础。然而，就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中观
层面(学校层面)教学创新的研究来看，国内现有教
学创新研究在内容上大多集中于对创新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教学结构的探讨，对于学校层面教学创
新机制和策略的研究较少，并且在为数不多的关于
教学创新机制的研究中，其研究方法大多采用理论
推演或单案例分析的方法，如张进宝从理论上提出
了教育创新的扩散动力模型[10]，关于教学创新机制
主题的多案例综合分析还比较少见。

其次，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
域和组织管理学领域中，研究者们对其内涵和分类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教育技术领域中有关机制的研
究大多集中于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与有效应用机制(如
柯和平[11]、胡小勇[12]等)、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动力机
制[13]、教育创新的应用推广机制[14]等方面，专门针对
教学创新机制这一主题的研究比较少见。

最后，教育技术领域不乏案例研究，但对教学创
新机制主题的多案例研究不多。如张立国等就我国普
通高校网络教学模式的重构对纽约州立大学的网络教
学进行了单案例研究[15]；顾小清等对三个典型的网络
教师共同体的设计方案、协作学习模式等进行了案例
研究[16]；里姆(Lim)等学者针对微软推动的学习伙伴项
目在亚洲国家的实施情况、遇到的问题对五个典型
案例进行了分析，为公—私合作的可持续性提出了
建议[17]；泰·黎甬(Tay·Lee Yong)等人对新加坡一所
小学中信息技术在数学和英语中应用的途径进行了
单案例研究[18]等。前人关于案例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为本研究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首先综合运用多种收

集数据和资料的技术与手段，选取典型案例，通过
对学校层面教学创新实践的背景、过程和创新点进
行深人挖掘和细致描述，呈现教学创新实践的真实
面貌，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解释学校信息化环境下教
学创新的特征及表现，总结凝练教学创新的机制和
策略。

(一)典型案例遴选标准和来源
本研究确定了案例遴选标准，从多种权威渠道

收集案例，以确保所选取的案例能够代表信息化环
境下的典型教学创新实践。

1.典型案例遴选标准
本研究中的典型案例必须符合以下遴选标准：

第一，信息技术支持的学校层面的教学创新实践，
而不是仅仅在某个或某几个班级教学层面，或基于
实验的创新实践；第二，在教学创新实践中，信息
技术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案例中有证据表
明，教学创新实践不仅带来了师生角色、课程目标
或教材、教学设施等方面的显著改变，而且促进了
学生的发展；第四，教学创新实践可持续(持续时
间一年以上)、可迁移。

2.典型案例来源
第一，来源于公开出版的报告。主要包括：

(1)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国
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国际教育信息化典型案
例(2013-2014)》[19]，该报告面向亚太、欧洲和美洲
等地区，遴选了一批已持续开展至少3年的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信息化环境中教育教学案例，涵盖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涉及新兴技术
应用，教学空间、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法创新、在
线教育、在线社区等多个教育信息化领域的重要专
题；(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报告项目《中国教育信
息化发展报告(2013-2014)》[20]，该报告涉及我国基
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
中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案例；(3)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报告《欧洲和亚洲的信息技术创新学习》[21]，该报
告采用环境观，从信息技术推动的教学法创新的视
角对学习环境进行研究，案例涉及欧洲、丹麦、新
加坡、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4)新媒体联盟
发布的地平线报告，其中包括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
的《2015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NMC Horizon 
Report K-12 Edition[22])、《2015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2015 NMC Technology 
Outlook Scandinavian Schools[23])、《新媒联盟中国基
础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24]。

第二，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设立的哈马德国王
信息化支持的教学创新奖(UNESCO King Hamad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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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Al-Khalifa Prize for the Use of ICTs in Education)获
奖案例。该奖项旨在鼓励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
公立教育的质量，促进公平的教育教学实践，尤其
关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边缘儿童的受教育权[25]。自
2006年以来，共为包括韩国中小学生赛博网络家庭
学习系统应用等在内的14个组织或个人授奖，形成
典型案例。

第三，来源于《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融
合——中国的路径和经验》宣传彩册。本研究团队
受联合国教课文组织秘书处委托编写该案例彩册，
从提升教育质量和保障教育均衡的视角，对国内基
础教育信息化促进教学创新表现突出的学校进行了
广泛调研，包括技术手段创新、学习空间设计创
新、教学模式创新、教育理念创新等方面的典型案
例，地域覆盖东部西部。

3.典型案例的遴选
基于上述三个来源，本研究共收集到国内外学

校教学创新实践典型案例60个，其中小学24个，初
高中共28个，一贯制学校8个。以案例遴选标准为
依据，本研究按照等比抽取的方法，遴选了30个国
内外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案例，包括小学12个，
初中6个，高中8个，一贯制学校4个，涉及中国(15
个)、美国(4个)、加拿大(3个)、德国(2个)、澳大利
亚(1个)、芬兰(1个)、新加坡(1个)等十多个国家的
中小学。案例基本信息如表1、表2所示。

表1 国内学校教学创新实践案例基本信息

编
号

学校
类型

区域
类型

开展
时间 实施过程 主要创新点

C1 小学 一般
地区

2000年
至今

重构课程内容与教学结
构，应用数字化资源，
转变教与学方式

重构知识模块，
重视个性化学习
与能力培养

C2 小学 一般
地区

2013年
至今

通过综合学习社区、群
学网和QQ空间构建综合
实践活动学习社区

基于项目的在主
题线社区教学

C3 小学 发达
地区

2012年
至今

电子教材和学习交流平
台常规化教学应用

引导式移动探究
教学

C4 小学 发达
地区

2001年
至今

开展教学研究，搭建在
线平台，实施跨学科、
跨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

基于在线平台的
探究学习

C5 小学 发达
地区

2010年
至今

由多所学校推进建立了
专题学习网站，实施基
于项目的远程协作学习

学校以课程内容
为 依 托 选 择 主
题，建设项目式
学习课程

C6 小学
欠

发达
地区

2010年
至今

引入“知识论坛”，引
导学生合作与交流

基于 “知识论
坛 ”的合作学
习

C7 小学 一般
地区

2012年
至今

以“校企合作、应用驱
动、资源共享”的资源
库建设方式，建立师生
资源共享的平台

基于教育云的课
堂教学和学习

C8 初中 一般
地区

2014年
至今

以3D打印推动基于设计
的学习

校企师资共用，
开展创新教育

C9 初 高
中

发达
地区

2001年
至今

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与
资源分享环境，开展线
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

师生互动建设特
色资源；运用教
学APP开展网络
空间教学

C10 初 高
中

一般
地区

2011年
至今

学校建立学生学习资源
包和聚合教师资源的资
源库等，构建“移动自
主学堂”

使用平板电脑开
展移动自主学堂
教学

C11 高中 发达
地区

2013年
至今

建设开放的创客空间，
支持通识教育和项目式
学习

新型师生角色，
开展跨学科的项
目式学习

C12 高中
欠发
达地
区

2005年
至今

借助卫星通讯技术实施
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

异地同步直播教
学模式

C13 高中 一般
地区

2013年
至今

实施“二段四步十环
节”为特色的翻转教学

全校实施翻转课
堂

C14 一 贯
制

发达
地区

2009年
至今

以“英特尔未来教育”
理念推动1:1数字学习

基于项目的一对
一数字化学习

C15 一 贯
制

发达
地区

2013年
至今

建设智慧教室，开展智
慧阅读，组织合作学习

打造智慧课堂，
开展双主教学模
式

表2 国外学校教学创新实践案例基本信息

编
号

国
别

学校
类型

区域
类型

开展
时间 实施过程 主要创新点

F1 芬
兰  小学 发达

地区
2003-
2008年

利用家长组织，与
科学家、社区专业
人士合作开展项目
式学习，专门的教
室的网络设施

项目式学习，
联合家长及社
区资源

F2 瑞
士 小学 发达

地区
2008-
2009年

校长参与推动，与
大学合作支持混龄
班级的教学工作

不同难度等级
的任务，混龄
式小组开展主
题活动

F3 韩
国 小学 一般

地区
2010年
至今

韩国教育部发起，
将机器人用于课堂
儿童英语教学

机器人促进学
生英语学习

F4

澳
大
利
亚

小学 一般
地区

2008年
至今

联合儿童电影节的
人员，开展跨学科
的主题实践课

以微电影的形
式，开展跨学
科活动

F5 希
腊 小学 一般

地区
2007-
2008年

本校与另外一所小
班 级 之 间 校 级 协
作，共同学习地理
课程

面对面学习和
远程视频支持
的学习

F6
加
拿
大

初中
欠

发达
地区

2012年
至今

助教管理和辅导，
远 程 中 心 提 供 课
程，学生进行在线
课程的学习

解决课程资源
缺乏，满足学
生发展需求

F7
加
拿
大

初中 一般
地区

2008-
2010年

学校引入“知识论
坛”，促进学生思
维发展

协同知识建构

F8
加
拿
大

高中 一般
地区

2011年
至今

教师发起，校长推
进，实施翻转课堂
模式

教学资源定制
化；教学流程
再造

F9
新
加
坡

高中 发达
地区

2007年
至今

加 入 未 来 教 室 项
目，打造成多种智
能互动空间

与企业等外部
机构合作；促
进学生学习体
验

F10 美
国

初 高
中

欠
发达
地区

2000-
2005年

不同背景的老师合
作，利用当地的专
家及公共空间资源
开展活动

基于主题的项
目式学习，采
用混龄式分组

F11 美
国 高中 一般

地区
2009年
至今

利 用 “ 免 疫 攻
击”3D立体游戏进
行模拟，形象、直
观地学习重要生物
概念。

娱乐性与教育
性结合，使概
念形象化，提
高趣味性

F12 美
国 高中 发达

地区
2014年
至今

学校旨在培养“作
为 设 计 者 的 学 习
者 ” ， 建 设 工 作
室，开展活动

将传统的课程
重新组织；建
立学科“工作
室”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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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 美
国 高中 发达

地区
2012年
至今

建立基金，与大学
共 建 实 验 室 与 课
程，工程学理念与
先进制造，开展项
目式学习

联 合 各 方 资
源，创设利于
学生合作的学
习空间

F14 德
国

一
贯制

一般
地区

2010-
2013年

多老师合作，家长
参与，开展项目活
动

跨学科的项目
课程；混龄班
级

F15 德
国

一
贯制

发达
地区

2008-
2010年

学校教师及社会工
作者及语言助教形
成小组，制定课程
计划与任务

学生按照年级
或主题兴趣分
组；开展主题
式项目活动

(二)案例分析框架
为了对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典型案例进

行分析，在参考了来自英特尔开发的学校教育信息
化发展监测框架(Intel-ICT Monitoring Benchmarks，
DRAFT)[26]、英国国家教育信息化顾问委员会开发
的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自查框架(NAACE-The 
Self-review Framework)[27]和爱尔兰国家教育信息技
术中心开发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评估指标(NCTE, 
Ireland- e-Learning Road Map)[28]的基础上，我们提
取了三个框架中的核心要素，并结合国内外信息化
环境下教学创新的实际情况以及本研究的研究问
题，从学习者属性、教学或促学者属性、学习内
容、学习资源和教学组织等五个维度设计了以下案
例分析的理论框架，如表3所示。

表3 教学创新实践案例分析框架

分析维度 分析要素

学习者属性 学习者的类型、年龄段、时空分布

教师或
促学者属性

教师或促学者的来源以及专业背景、教学创新实
践中所承担的角色、参与教学创新的形式、家庭
及社区成员参与教学创新实践的形式

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包含哪些学科、哪些主题，指向学生哪
方面的发展

学习资源
信息技术工具和数字化资源的利用方式、物理学
习空间的类型及利用、网络学习空间的利用、家
庭及社区资源的利用

教学组织 教学组织形式、所应用的教学法、教学活动的安
排、教学评估策略以及反馈形式

三、国内外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实践特征的
案例分析

(一)教学创新实践的特征及表现
学校层面的教学创新体现在学习者属性、教师/

促学者属性、学习内容、学习资源和教学组织五个
维度。通过分析各案例在这些维度上的表现，教学
创新各维度特征及表现如表4所示。

表4 国内外中小学教学创新的特征及表现

维度 创新特征 创新表现

学习者
属性

学习者年龄
多元化

混合年龄的学习者共同学习(主要集中在小学
阶段，初高中较少)

学习者群体
构成

多元化

选择具有专门特长或某方面学习表现弱势的
学生

跨时空的学习者

教师或
促学者
属性

教师队伍
构成

多元化

家长、社区人员、社会专业人士参与教学

高校研究人员与学校教师合作开展教学

校际师资共享

智能教学代理

跨学科教师团队

教师个体具备跨学科的专业背景

学习
内容

重视能力
和价值观

以发展学生的21世纪技能为导向

社会活动课

开放性的
学习内容

前沿知识

在线课程

跨学科的
教学内容

综合实践项目

创新教育活动

学习
资源

技术丰富
型资源

电子书包、教育Apps等可移动性和交互特性
的资源

智能教学工具、虚拟学习工具等个性化软件

多元学习
空间

教师、学生和家长网络空间

花园及走廊等功能区

社区空间(如博物馆、动物园、农庄等)

创客空间等开放实验室

教学
组织

教学方式
个性化

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
项目式教学

课程安排
灵活化

阶段性学习主题，持续不等时间
开放性安排

1.学生属性创新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发展，因而，一

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属性创
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班级中新的学生
群体或学生的属性，例如由基于能力的教学所带来
的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在同一班级中学习；二是指针
对性的教育教学措施所带来的特殊学习群体，例如
流动儿童及特殊儿童。瑞士的林登塔尔(Lindental, 
Switzerland)有一所称为“一间教室的学校(One-room 
School)”，在这所学校中，针对适合混龄组的某些
主题，提供开放的任务，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
特长等选择不同难度等级的任务。德国图林根州的
耶拿(Jena)市 “耶拿计划学校(The Jenaplan School of 
Jena)”中既有混合年龄的班级，也有由同一年龄段
学生所组成的班级，不同班级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到
同一个开放学习项目中相互学习。在解决特殊儿童
学习需要的教学创新实践中，葡萄牙开设了移动学
校(Moving School, Portugal)，专门满足马戏团中儿童
的学习需要。

2.教师或促学者属性创新
教师或促学者是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主体。

学校层面上教师或促学者属性创新体现在以先进
的教学理念组织和整合教师资源。教师或促学者
属性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教师团队或具

续表2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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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学科背景的教师组织和实施教学；二是邀请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或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与教
师合作教学或直接充当教师的角色，如邀请艺术
家进入学校授课已经成为芬兰菲斯卡地区(Fiskars, 
Finland)的学校整合教师资源的一种常态模式；我
国青岛开发区实验初中也通过校企师资共用、资
源共享，丰富和壮大学校师资力量，为创客教育
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韩国教育部发起的将
机器人用于课堂教儿童英语，将智能工具作为辅
助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等。

3.学习内容创新
学习内容创新体现在教育教学的基本目标由

过多的关注于学习者对知识的习得转变为既关注知
识习得，同时也重视21世纪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
培养。国内学校针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创新学习
内容，形成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核
心的课程体系。同时，伴随着网络学习空间在基础
教育的应用，校园在线课程为满足初高中的学生的
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跨学科的课程整合在国内
外开展了不少的创新实践。在这类课程的内容设计
上，关注真实世界存在的非结构化问题，开展有意
义的活动，以促进跨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
注重学习动力来源于兴趣与问题，赋予学生自主
性，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学习能力、
调查分析与合作交流、决策和选择的判断等21世纪
技能的发展。澳大利亚的曼切斯特小学为了吸引那
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男孩儿，以微电影的形式，设计
包括生物多样性、娱乐淘金热及情节驱动的故事等
主题，让学生开展跨学科活动。美国克拉克学校
(Clark Montessori Jr & Sr High School)根据学生多元
化来源，运用创新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与实施约两年
的项目，主题包括“独立与相互依赖”“在社会中 
我是谁？”“我是谁”，学生在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开展学习。温州中学则开展创客教育校本课程，以
3D打印课程为依托，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
创新能力。

4.学习资源创新
学习资源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数字化学习资源

的个性化与学习空间的拓展与改造。数字化资源的
应用主要体现在个性化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服务于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增加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如哈
尔滨香滨小学与高校合作个性化建设数字资源；北
京四中网络空间师生互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校本特
色资源；加拿大诺布乐中心学校鼓励学生利用阿尔
伯塔省的远程学习中心提供的数学、社会科学、艺
术等类别的在线课程进行学习等。且随着正式教育

与非正式教育的融合，学习空间延展到学校之外。
充分利用地方特色资源，联合社会专业人士、科学
家、高校研究团队及社区人员，应用公共学习空间
如博物馆、动物园等促进学生持续学习，成为一种
趋势。此外，对于教室学习空间的改造促进学习的
发生，如青岛校企合作建设3D打印实验室，实现
了学习、设计、实验、制作一体化；美国克拉克学
校(Clark Montessori Jr & Sr High School)利用当地的
专家，应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等开展小
组研究；芬兰斯奥瑞拉学校(Sorrila School)拓宽了学
校的学习边界，利用社区的专业人士资源等。

5.教学组织创新
教学组织的变化更多体现在教学方式多样化与

教学安排的灵活性两个方面。信息化时代不应将教学
仅仅局限于课堂上，其实更多的学习是发生在课堂之
外的。翻转课堂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改造学习流程，促进师生和生生之间的充分交流和深
度互动；基于主题的项目式学习则融合多种探究方
式，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开展有意义活动与特色课
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综合学习能力。而灵活
的安排促进了学生自主性与和个性化的发展，根据学
生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满足学生的需求。如江苏省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基于在线主题社区开展项目学习；
哈尔滨香滨小学利用采用情景驱动，问题发现，方案
构想，探索体验，交流分享，提升应用的教学流程，
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温州中学开展基于设计的活
动，学生在实践中不断迭代促进学习的发生；希腊克
里特岛的一所小学通过交互视频与位于雅典的一所小
学开展了同步课堂，协作学习地理学科的环境和气
候变化知识；美国密歇根州科伦德尔高中教师制作资
源，实行翻转课堂教学。

(二)国内外案例综合分析
国内外学校教学创新的30个典型案例在各创新

维度上的总体分布如下页图所示。学校教学创新较
多地体现在学习资源和教学组织维度，其次体现在
学习内容和教师/促学者属性维度，在学习者属性
维度创新的体现相对较少。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学
习资源创新更多受到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
动，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优质学习资源的供给，在极
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校层面学习资源的创新；在教学
组织创新上受到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影响，
教师发挥更强的主体性，在学校内容维度的创新受
到教育目标、社会需求及国家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一线教师在这方面的创新；教师/促学者属性创新
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校源于教学创新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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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学校内部对教师团队进行跨学科整合，
另一方面联合家长、高校研究团队、社会专业人士
等外部资源，形成人员组成多元化的教师实践共同
体；在学习者属性方面，针对混龄学习者、特殊需
求的学习者和跨时空的学习者的课堂教学在可适用
性上受到具体情境的制约，操作上具有较大困难，
因此这一方面的创新较少。

总体来说，教学创新是一种技术简单性和社会
复杂性的创新。教学创新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或许更
多的在于对涉及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
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创新过程进行规划、协调和实施
方面遇到的障碍。这些障碍具体表现在：(1)教学
创新特征本身层面，如教学创新的质量或实用性不
高，教学创新缺乏关于目标和手段明确性的表述，
教学变革所要求的技能和观念改变程度、教学策略
的实施难度过大等；(2)学区和学校层面的障碍，如
学校或教师对先前教学创新实践的消极经验过多，
对于新的教学创新进行抵制，教师时间和精力有
限，以及缺乏创新文化氛围、资源支持和密切的监
控；(3)在政府和体制层面上影响学校教学创新的障
碍主要体现在课程标准的固化和统一，学业评价制
度中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强调等方面。

四、国内外中小学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动
力机制

动力是在社会科学中指推动工作进展的力量，

而机制就是在正视各个部分存在的前提之下，使各
部分关系协同以使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
方式。研究教学创新动力机制的关键在于把握教学
创新系统的要素、要素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推
动教学创新。案例分析发现，教学创新实践大致经
历启动或采纳、实施、常规化或制度化三个阶段。
启动或采纳阶段包括做出采纳或继续某项变革的决

策过程，实施阶段涉及尝试将某种教育新
理念或改革付诸实践的最初经验，常规化
或制度化的过程是指创新持续深入并成为
学校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
上，本研究将国内外中小学教学创新实践
的动力机制总结为以下三类：

1.学校管理者作为教学创新的发起
者，为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或迫于
社会期待和压力而发起教学创新

学校管理者作为教学创新的发起者，
自上而下地发起教学创新通常源于为解决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或迫于社会期待和
压力等目的。为保障教学创新的成功启
动、实施和常规化，学校领导不仅需要对
教学创新项目的实施流程有明确而详实的
界定，而且需要对教学创新实施提供完备
的支持。推动以学校管理者为主体发起
的教学创新的着力点体现在：(1)学校组
织架构的调整和变革，为师资和管理提供
支持；(2)聚焦课程和教学；(3)优化学校

信息化基础设施，为教学创新提供设备和材料支
持；(4)与教师一起制定新的课程计划，确定课堂
教学计划；(5)监控学生学习绩效和表现；(6)积极
寻求家庭、社区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形成家庭、
学校和社区的伙伴关系。

2.教师作为教学创新的发起者，为解决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或优化教学而进行教学创新

教师不仅是教学创新的实践主体，同时在一
些情况下也是教学创新的发起者。富兰(Micheal 
Fulan)指出，尽管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很少有机会与
新观念发生联系，也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在教学中探
究他们已经认识到的那些观念，但大多数教师的确
在进行教学创新[29]。教师作为教学创新的发起者进
行教学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自身教学实践中所面
临的问题，如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对班
级中特殊需求学生的关注等。学校层面上推动以教
师为主体发起的教学创新的着力点体现在：(1)为教
师提供通畅的教育教学改革信息获取途径；(2)以教
师共同体和教师专业发展带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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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案例在各维度上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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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3)激励机制保障教师发起的个人化的、小规
模的教学创新在学校层面被广泛采纳；(4)学校层面
形成安全、包容的学校文化氛围，为教师教学创新
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3.外部变革机构作为教学创新的发起者，以课
题和项目的形式带动教学创新

实践证明，高校、企业以及非盈利基金会等外
部变革机构对于激发和支持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创
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大规模的教学创新实践都
在一定程度与高校研究机构、非盈利基金会和商业
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学校层面上推动以高校、企
业和非盈利组织为主体发起的教学创新的着力点体
现在：(1)学校领导主动就本校教育教学的需求与外
部变革机构寻求合作；(2)在研究机构和外部资金的
支持下，引入信息化技术和工具促进教学创新；(3)
形成学科专家、中小学一线教师、教学设计专家、
企业技术支持人员为核心组成的教学创新团队，反
思教学内容进行重构；(4)在课题和项目的带动下，
培养本校教学创新骨干，以保证课题或项目结束后
教学创新的可持续性。

五、学校层面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策略

研究表明，缺乏创新氛围、足够的资源支持和
良好的激励与保障机制是学校层面推进教学创新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些障碍，本研究
尝试提出以下解决策略：

(一)建立良好的创新氛围，重视团队协作与决
策参与

为保证教学创新的持续性与活力，学校创新氛
围的营造尤为关键。学校校长及管理者需寻找和获
得资源以获得学校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建立与维持
创新学习文化。在创新改革中，学校愿景的共同信
念是调动团队的积极性，而团队成员之间开放、信
任和肯定的关系是保证顺利实施的组织力量。学校
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制定有效的绩效责
任与发展制度，营造教师群体的合作文化。校长积
极参与教师创新教学活动之中，重视团队协作与决
策参与权，提供支持性的额外资源，比如说教师对
学习空间、时间与精力、基础设备及需要的专业知
识与能力的需求。

(二)鼓励跨学科合作，构建多元化教学实践共
同体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需从现实非结构问题出
发，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发展出问题解决能力及沟
通表达能力等，而这必然要求教师进行跨学科跨领
域的合作。构建多元教学实践共同体是教学活动创

新的激发与促进力量，而实践者同伴之间的帮助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如综合实践与开放性
科学实践活动课的开展，从主题的设计到开展实
施，这个过程涉及到融合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及能力
等，需要多学科多背景的教师合作才能给予学生必
要的支持与引导。同时，针对学生在每个学段之间
的衔接问题，需要跨学段的老师合作构建小学—初
中或初中—高中教研组，设计过渡性的课程与相应
的知识内容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三)联合高校研究团队及社会资源，打造支持
服务与合作团队

信息技术将教师实践共同体的范围从校内延伸
到校外空间，打开了学校教师与校外教育利益相关
方的合作渠道。学校与国际教育组织、高校研究团
队与学校合作，辅助教师实施教学创新。很多学校
利用网络空间，与家长实现紧密联系与互动，实现
对学生共同教育的目标。社区资源的应用具有很大
的潜力，挖掘社区中学习资源，如公共图书馆、动
物园等学习场地的利用，邀请社区中专业性人才参
与相应的主题研究。同时，由于信息产业的变化及
当前教育行业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愿
意参与到教学创新实践之中，为学校提供相应的资
金及技术的支持。为保证教学创新的可实现与持续
性，学校应联合各方力量打造支持服务与合作团队
以支持创新活动的顺利实施。

(四)遵循教师创新实践规律，满足不同阶段教
师需求

社会和学业期望给予老师不同程度的困难
与焦虑。面临着日常工作负担与教学创新的制
约，教师参与教学创新改革是一个历程，需要时
间、精力与资源等各方面的支持。教师处于不同
的情境与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面临着不同
的需求。根据关注阶段理论，教师面对一项教学
创新时首先关注自我，如“变革对我将会有什么
影响”；其次关注任务，如“我怎样处理这些任
务，怎样分配时间”，到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开始
关注影响等[30]。学校创新氛围、学习共同体、外
部支持力量等都是为了教师能够顺利实施创新实
践。总的来说，教师在决策中的角色以及个人努
力的程度是教师考虑是否创新的重要原因，应建
立良好的激励与保障机制，为教师提供发展机会
与支持，以满足教师不同阶段的需求。

(五)培养本土教学创新实践教师和管理者，将
教学创新常规化和制度化

教学创新可持续性是一个需要得到足够重视的
实际问题。很多在启动阶段实施颇佳的教学创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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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后期却不能持续的案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
可能源于资金投入的不足，可能是教学创新发起者
或实施主体的流失，亦或是学校领导缺乏兴趣，但
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将教学创新常规化和制度化。为
实现教学创新的可持续，就需要在教学创新实践中
培养大量善于且认可教学创新实践的教师和管理
者，并且通过政策、预算和时间安排等使教学创新
成为组织框架的一部分。

六、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30个典型案例分析发现：(1)总体
来看，学校教学创新较多地体现在学习资源和教学
组织维度，其次体现在学习内容和教师/促学者属
性维度，在学习者属性维度创新的体现相对较少；
(2)学校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动力机制主要有学
校管理者迫于外在压力或未解决学校教育教学存在
的问题而发起教学创新，教师为优化自身教学实践
而发起教学创新，外部变革机构以项目和课题的形
式以学校作为实验基地而发起教学创新；(3)为保障
学校教学创新实践的顺利推进，学校层面应首先建
立起重视教师主体性的创新氛围，设立良好激励保
障制度，为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提供支持服务团
队，以满足教师在教学创新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

尽管具体情境中的教学创新的过程各不相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成功的教学创新实践都是一个
高度复杂和微妙的过程。教学创新的采纳、实施和
持续不是个人或组织单独行动的结果，而是教学创
新系统各要素在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
的具体情境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某一教学创
新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在另一情境中被直接
复制。然而，分析成功的教学创新案例总能够为实
践层面的教学变革带来或多或少的经验与启示。从
我国来看，由于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促
进学生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提高
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21世纪技能以应对未来的挑
战，还应该体现在关注特殊学生(如留守儿童、残
障儿童)的实际需求。政府、学校及各方社会力量
应该协同推进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实践，为具有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需求的学生提供公平的受教育
权，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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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in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at School Level: From Lens of Case Study

Liu Xiaolin, Jing Qianxia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The mechanism of teaching innovation is critical for connecting and synchronizes the factors that function in the innovative 
instructional system. Therefor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 at school level. This research analyzes 30 typical cases from six dimension as learners, teachers or facilitators, learning 
content,learning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s. By implementing case study method, feature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were 
categorized, based on which the dynamic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at school level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for 
conquer the possible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were concluded.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school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institutions 
from outside of school are three boosters for promo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An innovative atmosphere that values the 
subjectivity of teachers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a complete motivating and as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lso, a 
service team for support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s should be organized in order to guarantee 
a success in an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 in stages of initi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ing.
Keywords: ICT-supported Teaching; Teaching Innova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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