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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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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信息素养是教师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一种新型综合教学能力，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
息道德四个层次。针对我国现状，国家应提高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制定相关政策、加大教育技术投资、鼓励社会参

与；学校应提供信息化教育的有力支持，加强硬件及资源平台建设、校本培训和考核评比；教师应积极评价与反思，努力

提升自身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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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是一个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时代，“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
路”在人类文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教育的变革。教师作为

教育主体之一，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关键，这必然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同时，教育部指出

“立足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中小学师资，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１］。

所以，努力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迫在眉睫。

１　信息素养的内涵与结构
１．１　信息素养的来源与内涵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车可斯基第一个提出了信息素养的概念，他把信息素养定义为“利

用大量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术与技能”［２］。教师信息素养是指教师利用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获取相关教育教学信息，以便对信息环境中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做出设计、应用、评价、管

理的新型综合教学能力［３］。

１．２　教师信息素养的结构
信息素养包括四个层次：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４］。信息意识是指教师使用信

息技术的心向和自觉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的能力。信息知识是指有关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基础概念和知

识，是理论基础。信息能力是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开发、整合、使用信息及实施信息化教学的能力。它包

含三方面，首先是媒体使用素养，即熟练操作教学设备及课件开发的能力；其次是整合信息的素养，即利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检索、整合、使用、共享各种信息资源的能力；再次是信息技术教学素养，是教师系统

规划资源组合方式并呈现于教学过程的能力。信息道德是指教师在开发、整合、使用及传播信息的过程

中应该遵循的道德、法律和文化等。

２　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现状
２．１　全国教育领域信息化现状

我国教育技术起步相对比较晚，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基础硬件水平比较低，普及程度不高。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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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２１世纪初，教育技术较发达国家的中等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１１．１～１６．７台计算机，而我国每
２００名中小学生拥有１台计算机。虽然目前这一数据有大幅提升，但全国不同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水平
呈现很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硬件设备好；经济欠发达地区，缺少关注和投入，导致区域差

距扩大。另外，教育信息技术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一套完备的导向和监督政策，多注重教师的理论知识

和教学语言能力的考核，而忽视信息素养的考核和认证，缺乏具体的标准。

２．２　学校应用信息技术的具体现状
以Ｌ市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发现，学校在普及和推广信息技术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对学校硬件情况的调查显示，３１％的教师认为“学校设备数量少”，１８％的教师认为“学校设备陈
旧”；１９％的教师表示“学校软件相对缺乏”；此外，部分教师也表示“很少进行信息化教学”，８２％的教师
认为“太耗时间”，１９％的教师表示“不会操作”计算机等信息化设备。另外，４８％的教师表示学校“有”
专供教师使用的教育资源网站，１５％的教师表示“没有”，还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表示“不清楚”。对于学
校专门的信息素养培训，５８％的教师表示“有”，３２％的教师表示“不清楚”，１０％的教师表示“没有”。以
上的问题显示出学校对于教师信息素养的重视程度已经有很大提升，但“没有”“不清楚”也同样占据很

大的比重，不容忽视。

从有形的技术来说，部分学校的教学设备和软件数量少且比较陈旧，不能有效支持信息化教学，此

外，教学设备使用率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只是作为摆设和应付检查的工具。调查中，９８％的教师“非常
希望”使用信息化教学来提高教学效果，但他们认为课件制作和学会操作设备都会消耗大量时间，因而

没有发挥这些投入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现代教学设备的作用，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５］。

２．３　教师信息素养现状
通过对教师的调查发现，５７％的教师“大体知道”信息及信息技术知识，３５％的教师“了解一点”，

“能明确说出”的仅有３％，“完全不了解”的有５％。说明大部分教师的信息知识水平仅停留在了解和
知道的层面。此外，８０％以上的教师表示“愿意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活动，说明大多数教师已经有
了信息化教学的心向，但在实际进行教学活动时，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教学课件制作与媒体组合误区。对于课前的课件制作，教师大多会选择其中２～３种方式交替使
用，其中，选择“从网上直接下载”的达到５８％，选择“自己制作”的达到５０％，这两种方式成为教师完成
课件最主要的途径，此外，１７％的教师会选择“他人帮忙制作”，６％会选择“光盘系统”。互联网的成熟
与发展，使得各学科有现成的课件可以下载［６］。很多教师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下载课件并稍做修改即

可。使用时注重课件本身的演示，而忽略课程重难点，没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差异化教学，导致

学习结果偏离既定目标。此外，在使用信息化教学时容易忽略其他媒体的功用。课堂由原来的“满堂

灌”转变成“满堂电”［７］，长此以往，学生会产生新一轮的思维被动和僵化。

课堂教学使用误区。５７％的教师认为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在于“课堂讲授能力”，３８％的教师认为
是“教学设计能力”。通过实际的教学观察发现，由于课件是事先设计好的，教师教学容易陷入照屏宣

科的误区，忽视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及情感交流，学生只负责机械地看，思维活动几乎处于静止状态。此

外，翻屏速度过快，学生缺乏知识同化的时间，内容仅停留在短时记忆中，印象淡漠，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３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改进措施
３．１　国家重视教育信息化

首先，建立国家信息技术部门，专门负责制定信息技术教育政策和实施项目管理，为教育信息化起

导向的作用。其次，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教育技术的投入，以提高硬件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依靠政府

的扶持和资助的同时，鼓励企业参与，捐资助学，共同发展教育。政府对于表现积极的企业实施免税政

策，促进校企合作，同时提高企业声誉。此外，建立国家级教学信息网站，引进国外优秀的教学软件、最

新教研成果及教育动态等。重视对中小学教师的技术培训，把教育技术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

教育培训和考核，在教师资格认证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制定各地教师信息技术考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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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标准。

３．２　学校提供信息化教育的有力支持
第一，学校要加强现代化教学的软硬件环境建设。信息化的教学需要以现代媒体技术设备和各类

软件技术为支撑，所以软硬件环境的有无及质量高低都会影响学校教育的信息化水平。

第二，学校管理者应树立信息意识，积极关注教育最新动态，加强教师信息素养的校本培训工作。

参考教师技术考核标准，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于自己学校教师的信息素养标准。调查显示，

２８％的教师希望从培训中获得“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３０％的教师希望获得“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
３４％的教师希望获得“多媒体制作能力”，８％教师希望获得“网页制作能力”及“其他”技能。学校管理
者应根据教师的不同需求取向，合理安排本校的培训工作。

第三，鼓励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定期考核评比。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对于那些认真设计

教学课件并积极使用现代教学设备的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定期举行教育技术赛课、课件制作比赛等，激

发教师积极性。让教师真正意识到信息化教育的好处，从而使教师乐于用现代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第四，建立学校信息技术网站和资源共享平台。建立基于各个学校的信息技术的即时网站，提供各

个阶段教师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资料、疑难解答、信息技术最新动态以及国家和学校的技术标准。引

进适合各个学校教育水平的教育软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用于回收教师各阶段考核的作品成果［５］。

３．３　教师努力提升自身信息素养
首先，教师应加强自身的信息素养教育。自觉培养信息意识，搜集、获取、整理、应用和传播有利的

教学资源；积极关注教育发展动态及信息技术新理论和研究成果。积极开发适合不同学科特点的教学

资源，寻求各学科课程和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其次，努力践行国家和学校的各项标准，加强自身评价

与反思。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强化的过程，信息素养属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范畴，在教师专

业发展规划中，应建立一套具体的标准体系，具体到知识、技能、情感的方方面面，以供教师有效衡量教

师专业技能中包括信息素养在内的每一个小部分是否达到相应标准。此外，教师应利用好国家及学校

的网络资源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取长补短，优化和提升自身的教育素养。

４　结语
教育信息化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养。分析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措施，包括国家政策的制定、加大教育技术投资和鼓励社会参与等宏观调控，学校加强硬件

及资源平台建设、校本培训和考核评比，作为教育直接实施者的教师，应在践行国家及学校的政策标准

的前提下，积极评价与反思，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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