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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

发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①

张进良，常世玺，何兰兰
（湖南科技大学 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从信息化教学信念、信息化教学能力、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获取与管理能力、信息化教
学的反思能力、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发展的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部分地区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发展的现状。

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促进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良性发展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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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随着大规模在线教育浪潮（ＭＯＯＣ）席卷全球高等教

育，大学的课程正在经历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化、全

球化的历史性变革，这要求高校教师具有较强的在线教

学实践能力。高校教师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在线学习系

统，挖掘、分析并理解这些数据，进而为学生开发适应性

课程、改进自身教学实践、提升在线教学实践智慧、促进

自身专业发展，是当今高校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课

题之一。

目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统一

培训，这种发展是与教师教学实践相对绝缘的。而教学

实践情景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场域，是教师对自己教

学情境的感受、体验、反思与研究，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

地累计实践知识、发展实践智慧、变他主发展为自主发

展，这是目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合理诉求。信息化教

学实践智慧是指高校教师在信息化教学实践活动中，对

有关信息化教学的整体直觉认识，它来源于信息化教学

的经验，通过对具体的信息化教学情境和教学事件的关

注和反思，将感性的、内隐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自身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ＩＣＴ与课程整合能力和信息化教学设
计能力，并且使高校教师能在今后不断变化的工作情景

中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实际问题［１］。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分别利用集中调查和网络调

查两种方式，对全国１９６名高校教师展开调查，旨在通过
调查了解和分析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的发展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以便对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良性

发展提供借鉴。

２　调查方法
此调查问卷共分为９部分，８３道题目，内容涉及高校

教师对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发展的价值观念，信息化教

学资源的获取与管理能力，信息化教学反思与认知能力

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调查对象以湖南科技大学教师为

主，其他省市（北京、甘肃等地）高校教师为辅，调查采用

集中调查和“问卷星”网络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１９６份。

被调查的高校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大多数；职称结构：

教授１４名（７．１４％），副教授７８名（３９．７９％），讲师９８名

（５０．００％），助教 ６名（３．０７％）；学科类别：文科 ９８名

（５０．００％），自然科学 ３２名（１６．３３％），工科 ３２名

（１６３３％），其他３４名（１５．２２％）。问卷的统计与分析结

合问卷星的数据分析报告，主要利用ＳＰＳＳ１９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３　高校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信念
教师的信念是教师在信息化教学情境中和在线教学

历程中，对教学工作、教师角色、课程、学生、学习等相关

因素所持有的观点［２］。教师关于在线教学的信念具体体

现在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认同感，直接关系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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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学实践取向，信息技术在高校教学中的价值包括

个体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以及社会价值［３］。

个体价值就是将信息技术、信息化教学活动作为客

体，强调作为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升的需要。如表１所示：有７７．５５％的教师基本同意“信
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９７８３％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
学过程。９５．６５％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对提升高校教师
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的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对促进高

校教师自身专业发展、提升自身生存价值等方面。如表１
所示：有９８．９２％的教师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信息时代
高校教师必备的能力之一，９３．４８％的教师认为新技术已

在改变高校教学，同样可能改变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对

信息技术和自身教学实践的关系，有９７．８２％的教师认为
技术应该为教学实践服务，不是为适应技术而改变教学。

对如何丰富自身的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有９７．８２％的教
师认为“只能躬身于实践，在实践中多体验、感悟和反

思”。

对信息技术的社会价值的认同，如表１所示：９４．５７％
的教师认为技术在教育中能否成功应用的因素不在于技

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的心理、组织和文化等因素。有

７９．３５％的教师认为技术能超越学校教育的孤立状态，能
与社会和工作场连接，并在最大范围内促进教育公平，另

外还有２０．６５％的教师对此说法不太赞同。

表１　高校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信念调查表

题目
完全同意 有点同意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１．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６６ ３３．６７ ８６ ４３．８８ ３８ １９．３９ ６ ３．０６

２．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过程 １４８ ７５．５１ ４４ ２２．４５ ４ ２．０４ ０ ０

３．信息技术对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 １２４ ６２．２４ ６６ ３３．６７ ８ ４．０８ ０ ０

４．信息化教学能力是网络时代教师必备能力之一 １５１ ７６．５３ ４３ ２２．４５ ２ １．０２ ０ ０

５．新技术已改变高校教学，同样可能改变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１０２ ５２．０４ ８０ ４０．８２ １２ ６．１２ ２ １．０２

６．技术应该为教学实践服务，不是为适应技术而改变教学 １２８ ６５．３１ ６４ ３２．６５ ４ ２．０４ ０ ０

７．技术在教育中的成功应用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心理、组织和

文化因素
１０６ ５４．０８ ８０ ４０．８２ １０ ５．１ ０ ０

８．要获得丰富的信息化教学实践性知识，只能躬身于实践，在实

践中多体验、感悟和反思
１１２ ５７．１４ ７８ ３９．８ ６ ３．０６ ０ ０

９．技术能超越学校教育的孤立状态，与社会和工作场相连接，并

在最大范围内促进教育的公平
６３ ３２．６５ ９１ ４５．９２ ４２ ２１．４３ ０ ０

４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有９３．８７％的教师认为自己对多媒体教室的设备使

用比较熟悉，并能与传统媒体配合使用。对于数字化教

学资料的开发，有８５．７２％的教师使用的多媒体课件是完
全由自己开发的，还有３３．６７％的教师使用的多媒体课件
是由出版社提供的。多元化课件制作工具方面，有 ５３．
０７％的教师只会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制作课件，有５１．０１％的教
师除了会使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之外，还会用专门的学科课件制
作工具制作课件，有５７．１４％的教师能开发教学所需要的
多媒体素材。

高校教师应把ＩＣＴ作为基本工具融入所教学科课程
中，即能够将ＩＣＴ用来支持新型的教学方式、支持新的课
堂教学结构；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该用哪种 ＩＣＴ开展
哪种教学活动；懂哪一类 ＩＣＴ能力才能支持自身的专业
发展。调查显示，８０．６２％的教师能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
解决教学中的难点问题，７７．５５％的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的
实际需求，自行设计和开发一定的教学资源，８８．７８％的
教师能将信息技术合理地整合在课程教学中，有７８．９７％

的教师对新型信息技术非常关注，并有意识地在教学中

尝试使用。

５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获取与管理能力
高校教师应能恰当地利用当前通用的 ＩＣＴ工具和学

习资源，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构建学习环境，将 ＩＣＴ与新
型教学方式融合，从而形成既有利于学习者自主学习、主

动探究又便于学习群体开展协作交流、小组活动的社会

化互动课堂。关于教学信息的来源，７６．５３％的教师教学
信息来源不仅仅是课本和其他教学参考书，８１．６３％的教
师搜索教学信息的搜索引擎不止百度一种；超星读秀搜

索和中国知识网是比较优秀的学术搜索工具，但只有１８．
３６％的教师使用过，这说明教师的教学信息检索方式单
一。９５．９２％的教师能选择合适的媒体、迅速准确地获取
资源并分析鉴别所获取信息的意义和价值。８８．７８％的
教师完全能够通过网络获得课程学习资源。

高校教师面对复杂的教育情境，能合理利用 Ｅ－
ｍａｉｌ、ＱＱ、ＢＢＳ等ＩＣＴ工具与专家、同行、学生进行多方沟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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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共享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解答学生疑问。６９．３９％的教师认为 ＱＱ、微博和博客已
经成为教学过程中的必要工具之一，８２６６％的教师经常
使用博客、微博和 ＱＱ与学生交流、进行课外辅导答疑。
５４．０９％的教师经常参与本学科专业的网络学习社区或
学习共同体中的讨论。此外，关于信息化教学管理，只有

５６．１２％的教师把自己的教学资料保存在博客或空间里。
６６．３３％的教师能综合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有效、分类
管理自己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

６　高校教师对信息化教学反思与认知能力
利用ＩＣＴ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是能熟练掌握常见的

Ｂｌｏｇ、Ｗｉｋｉ等反思工具，经常性地反思自己学习、实践，记
录自己专业发展的历程。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往往不能

够象理论知识一样经过习得或传递而获得，是在不知不

觉中对自己的信息化教学实践经验的渐进累积过程。调

查结果显示：８０．６１％的教师能亲自体验信息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８３．６７％的教师能够理解网络对学生学习的影
响，进而有意识地尝试网络教学。但是只有６４．２９％教师
在尝试和体验之后，会认真反思自己的教学体验，并写教

学叙事。有７９．５９％的教师抽时间浏览其他教师的教学
空间中的经验文章，有８４．７％的教师有意识地从网络中
收集优秀信息化教学案例，并尝试模仿，只有５９．１８％的
教师认为博客已经成为自己获取实践知识的便利渠道，

有８９．７９％的教师尝试运用信息技术来支持终身学习和
自身专业化发展。

７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发展的环境
我国高校教师信息化专业发展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

参与培训，在培训和学习中了解最新的信息技术和提升

信息化教学能力，目前国际高校的发展培训策略也逐渐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基于网络的“协统时代”［４］。但是

调查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３０．６１％的教师表示从参加工
作以来，从未参加过信息化教学相关的培训，５８．１６％的
教师参加过信息化教学技能的培训，但效果不好。只有

３８．７８％的教师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每个老师都有参加信
息化教学能力培训的均等机会。８７．７６％的教师认为如
果有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培训，自己非常希望能参加。调

查结果显示：只有５１．０２％的教师认为自己所在学校有系
统的大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规划。

８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发展对策
第一，为教师信息化实践智慧创造良好环境。实践

智慧的发展实质是自我发展的过程，理想的教学实践智

慧的发展环境应该是消除繁重的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对

教师的压力。高校应该为教师在线发展构建教学发展云

环境，教师能在此环境中感受和体验在线教学的大量实

践案例，而且教师可以将自身教学实践的点滴发布在自

己的云空间中，通过对自身教学实践的总结，更深层次地

反思和梳理自身教学实践的失与得。

第二，建立教师共同信念，确定学校发展目标，制定

教师在线专业发展计划。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划必须建立

在对本校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的全面分析的基

础上。必须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和不同学科教师提供

均衡的发展机会。

第三，构建教师协同平台，实施协同发展。要使教师

教学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地自我发展、充实专业知识、提

升专业素养。目前教师培训已经进入基于多重环境的协

同培训时代，高校要构建本校教师在线专业发展培训平

台，系统分析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科学开发教师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课程，让教师合理利用空闲时间充实专业知识。

第四，构建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进行反思性教学

实践。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智慧除了具有个性化的本质特

点之外，还具有公共性的特点，这类隐性知识可以转化为

显性知识，和理论知识一样实现共享［５］。通过微博、博

客，构建信息化实践共同体，这既是生成实践智慧也是共

享实践智慧的重要场所。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绝大

部分是在具体的信息化教学情景中取得发展，教师个体

在此情境中通过观摩学习、“师徒式”传帮带活动以及多

种交流合作等形式，获得其他教师的实践智慧，并在具体

教学实践中模仿与实践，从而逐渐转化为自身的实践

智慧。

参考文献：

［１］张进良．职前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智慧的培育与提
升［Ｊ］．科教文汇，２０１０（４）：５－７（下旬）．

［２］肖正德．基于教师发展的教师信念：意蕴阐释与实践
构建［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６）：８６－９２．

［３］刘向永．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研究［Ｄ］．长春：东北师范
大学，２０１０．

［４］李　欣，严文蕃，谢新水．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
训的“协统时代”：多重释义与实践策略［Ｊ］．教师教
育研究，２０１３（１）：８１－８５．

［５］刘东敏，田小杭．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取途径的思考与
探究［Ｊ］．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４）：１６－２０．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