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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信息化教学的现状分析及实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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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１世纪是信息全球化的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工作效率，也迅速渗透到中小
学教学中，改变了教育形式、学习方式，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综合能力，使教学走向多元化、多样化、成熟化。在中小

学实施信息化教学，应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其成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必须熟练掌握

计算机技能，恰当运用到备课和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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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信息化教学的定义
信息化教育源于美国，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全面深入地运用信息化技术，促进教师能力，提高教

学效率，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随着教育信息化在全世界的应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教育信息化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祝智庭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科技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过程［１］１７；黎加厚认为，教育的信息化在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无处不在、动一动指尖就可以获取丰

富的知识，可以运用信息化教育改变现在的应试教育模式、优化课程内容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２］１３；南

国农认为是在教育中普遍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

息素养，来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本文更倾向祝智庭先生的观念，信息化教学是教材多媒体化、资源

网络化、环境虚拟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活动协调化、管理自动化。由此可见，将现有的先进网络

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广泛运用到各个学科，可充分达到教育教学的网络化、数字化，对知识

进行信息化整合，从而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

２　中小学教学的现状及调研分析
２．１　传统教学的现状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不断接受老师传递过来的知识。学生就

像一张白纸或者一个大容器，任何知识都是由教师流向学生，缺乏交互性，这种单一的方式阻碍学生吸

收理解知识。有时老师的讲课也是千篇一律，只是复制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传递给学生，这种教学

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感，对所学的知识提不起兴趣。现在大多数教师备课还只是用教材或者是参

考书，课程资源比较匮乏，知识面狭窄，很难跟踪到当下及时更新的信息或者有关的知识、新闻。随着网

络信息化贯穿我们的生活学习，很多学生都开始通过网络信息来随时获取更多的知识。

２．２　中小学教学的调研分析
我们在湘潭市某中学观摩课堂教学，听取了初二２７３班的语文课和初二２７４班的生物课。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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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师没有运用任何的信息化教学，只采用了传统的教案、黑板教学，而另外一个班的生物课老师全过

程使用ＰＰＴ教学。课前，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整首诗，上课后通俗易懂、声情并茂地向学生讲解了
诗的基本含义，让学生对诗歌的基本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只是靠自己先背

好的教案来进行教学，学生只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来吸收知识，老师没有对知识进行一个扩展，难以长时

间抓住学生的注意力。２７４班的生物课中，老师到教室后只需要插上Ｕ盘打开之前准备好的 ＰＰＴ进行
教学，节约了课堂写黑板的时间。ＰＰＴ打开后五彩斑斓的图片加文字瞬间吸引了学生的目光，学生对今
天老师所讲的内容充满了兴趣。这节课主要讲两栖动物，ＰＰＴ里出现了青蛙、乌龟、蝌蚪的照片。老师
通过生动的动物照片、清晰的解剖图片向学生进行讲解，在此同时，还有师生互动，很多同学纷纷举手想

站上讲台向同学讲解。当一个学生追问老师“蝌蚪的形成过程”时，老师在没有完全把握下打开互联网

进行查询，然后再详细简洁地回答该学生。这样有很好的交互性，老师可以准确、及时地扩充学生的知

识内容。在课堂最后，老师还播放了一小段两栖动物视频。通过这两堂课的比较可知，生物课运用信息

化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学生也可以当老师，自己走上台进行

讲解，补充老师ＰＰＴ中没有的知识，或者提出一些他们疑虑的问题。多媒体教学不但通过图片让学生
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便于记忆，而且在课堂结束前插入一段视频更换了讲课的模式，从而可以一直吸引学

生注意力，让学生不厌学，不开小差，顺利完成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下课后我们与语文老师进行交流，从而得知语文老师的顾虑：第一，老师没有得到专业的技能培训，

计算机操作和课件制作的能力有限。第二，在课件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存在一定的误区。语

文老师认为自己做出来的课件不够精美，不够生动，没有很好加入一些 ＦＬＡＳＨ。而我们知道，课件只是
一个承载信息、传递信息的媒介，教师运用这种媒介达到人机互动，完成一次优秀的教学，这才是使用课

件的目的，而不是制作课件的技术会决定一堂课的效果。第三，制作课件需要老师寻找适合的图片、字

画、视频，或者借助互联网在课件中补充一些课外知识；而传统的教学，老师只需要通过参考书和前人留

下的经验进行备课。二者相比，信息化教学备课大大增加了老师的任务，影响了老师的积极性。从这次

调研，我们深深体会到信息化给教学带来的影响，老师古板的教案教学很难再跟上信息化时代的脚步；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普及信息化教学面临的问题。

３　信息化教学的具体实施
信息化教学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教育的美好蓝图，但这种新型的信息化教学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

来，它需要通过一种中介传播，让用过、感受过它的人说好。祝智厚先生说过：“如果说信息技术是威力

巨大的魔杖，那么教师就是操纵这个魔杖的魔术师。”［３］因此，广大教师应担当这个中介，教师只有运用

这种新型的技术进行教学，才能获取信息化教学的最大化扩展。为了更好地实施信息化教学，应着重于

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而是由学生担任教学的主

导者。教师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成学习模块的构建者、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信息资源的提供者。

随着多媒体课堂的运用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多

年沿袭下来的“一个课本一张嘴”的授课模式也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新型授

课方式。老师应多翻阅参考一些文献资料，对信息化教学的模式、理念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较好地掌

握信息技术知识，使用各种信息传播工具获取信息。学校应定时组织宣传教育、理论学习，使老师认识

到：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抛开之前的一支粉

笔、一本课本、一本教案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师生在交互性的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不再是单一的课本，

而是集声音、图象、动画等为一体的信息（知识信息的重组、关联和建构），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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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运用。

３．２　熟练掌握计算机技能，恰当运用到备课和课堂中
学校要配置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建设校园网，成立网络中心。组建有大量的教学书籍、视频、教

案的教学资源库，以便老师相互学习观摩，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能力。教师要学会操作常用软件

（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ｆｏｘｐｒｏ．），会在电脑软件里进行写作、阅读或者是更改论文，实现网络阅读与写作的一体
化。即利用网上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帮助写作，浏览网站时，能对有用的图片和文字或者视频进行下载，

在备课时放到课件中。主动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教学，学会在多媒体室或电脑室上课，整合资源，让学习

内容不再单一。教师只有这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我的培养，才能适应学校信息化环境，加强自身信息

素质。

４　信息化教学的重要性及影响
现代信息化教育中，教师只是一个主题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利用多功能电教室先进设备，结合

具体内容让这个活动更深入人心［４］。教师运用信息化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和教师不再是

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很多新知识，在某一领域超过教师，而教师的权威受

到威胁，这也是激励教师不断学习的动力。结合调研的案列分析，有效地利用信息化资源教学，对于学

生学习能力以及问题意识的培养乃至怀疑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在课件中补充了很多课外知

识，通过生动的课件教学，激发学生学习课外知识的兴趣，课后通过网络的方式自学到很多书本外的知

识。这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创业能力极佳的路径。信息化教学这种文化理念培养的往往是一种互动

精神，让老师和学生之间产生一种交互学习，而这种互动能协助孩子成长，培养其判断分析力、评估力、

批判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及时地引导学生开发和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并由此

培养学生发现、思考、分析及判断的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背景、学业需要，自行斟选、组

织相关教学资料和学术信息，并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得出自己的观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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