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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路径不明、研修内容不清和研修效果不佳等问题，构建包括研修内容、研修方式、实施
流程与管理评价等的整县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４Ｎ＋Ｘ”模式，有效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赋能高质量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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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大背景下，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是影响教育质量

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升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

路径不明。除了研修、应用与发展信息化教学的

内生动力不足外，教师还对如何提升自身信息化

教学水平不知所措。此外，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对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思路不清晰。二

是教师研修内容不清。学科教师不知道要研修什

么，研修时抓不住重点。他们不知道可融入学科

教学的软件有哪些，不知道如何利用学科软件或

工具等优化教学，不知道要掌握哪些信息化教学

技能或采用哪些信息化教学模式，不知道有价值

的学科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渠道，等等。三是研

修效果不佳。研修项目的实施缺乏系统规划，随

意性较强，研修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方职责不清，

组织与管理评价不规范，导致研修转化率不高，教

师获得感低，项目成果少，网络研修与教学应用相

悖离。如何采取合理的手段与措施切实提升教师

信息化教学能力是县域基础教育不可回避的现实

课题。

１　整县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
“４Ｎ＋Ｘ”模式的基本思路
“４Ｎ＋Ｘ”模式是支持教师批量过关信息化教

学技能的研修模式，为项目县提升工程２．０项目，
旨在为实现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构建

保障机制。模式依据研修内容命名，由“４Ｎ”工程
与“Ｘ”项目两部分组成。“４”代表通用软件、信
息化技能、信息化模式、学科软件４个应用模块；
“Ｎ”代表每一模块下项目县规定的研修项目个
数；“Ｘ”代表项目校自主选择的校本研修项目。

“４Ｎ＋Ｘ”模式渗透了五个思维：一是“简化”
思维，通过规范项目，简化项目县提升工程２．０项
目的实施；二是“底层”思维，提升工程２．０项目要
以教师掌握信息化教学最必需、最实用的底层技

能为核心目标；三是“菜单化”思路，提供研修菜

单满足项目县、项目校与教师的个性化研修需求；

四是“模块化”思路，按四个模块分阶段组织工作

坊研修；五是“整县推进”思路，用“整县推进”确

保“整校推进”，保证教师内化信息化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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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Ｎ＋Ｘ”模式包含研修内容、研修方式、组织管理 与实施流程４个维度，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４Ｎ＋Ｘ”模式

１．１　定义研修模块，推出技能研修菜单，制定技
能研修标准

“４Ｎ＋Ｘ”模式“聚焦信息化教育教学应用创
新实践，确保‘所学为所用’”，“强调对标教师能

力提升计划，帮助教师找到自身信息技术应用的

薄弱点，有针对性地提升能力”［１］。湖南省提升

工程２．０项目设计了工作坊模块研修菜单（如表
１所示）与校本研修项目菜单（如表２所示）。工
作坊研修主要是引导教师掌握１０多个信息化教
学底层应用，而在校本研修中，除统一要求研修的

“融合片段课”项目外，教师还可从相关菜单中选

择合适的校本研修项目以巩固研修的技能。

表１　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工作坊研修菜单

模块 研修项目

通用软件模块

１．组织在线学情调查

２．组织在线考试

３．制作思维导图

４．制作随机滚动点名器

５．制作二维码

信息化技能模块

６．教学资源的搜索与下载

７．微课制作技能

８．交互电子白板教学应用技能

９．手机与电脑同屏技能

１０．智能组卷技能

信息化教学模式模块

１１．微课教学模式

１２．ＢＹＯＤ教学模式

１３．慕课教学模式

１４．直播课教学模式

学科软件模块

１５．学科软件１（教师组自定义）

１６．学科软件２（教师组自定义）

１７．学科软件３（教师组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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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校本研修项目菜单

模块 研修项目

信息化教学项目

１．“融合片段课”；

２．参加湖南省集体备课大赛；

３．“一师一技”展示活动；

４．五分钟信息化教学技能或成果展示活动；

５．交互电子白板教学应用比赛；

５．学科软件应用竞赛；

７．微课制作比赛；

……

均衡发展与辐

射引领项目

１．“学校开放”日活动；

２．公开课、展示课与巡讲课；

３．“双师课堂”教学项目；

４．教师牵手结对帮扶；

５．校际互联体；

６．各类竞赛活动（信息化教学大赛等）；

……

长效发展

特色项目

１．智慧教育项目；

２．创客教育项目；

３．翻转课堂项目；

４．人工智能教育项目；

５．启发式教学项目；

６．探究式教学项目；

７．多学科融合项目；

８．个性化学习项目；

……

１．２　创建“提交作品＋评审通报”的研修方式
“４Ｎ＋Ｘ”模式能实现提升工程２．０项目从“教

师个体培训”到“整校团队推进”的转变［１］。该模

式主张按“坊主分模块发布研修活动→教师学习
网络课程，反复实践并按要求提交作品→坊组长
审评作品并认定等级→坊内发布研修通报”的捆
绑“学做评”研修方式组织工作坊模块研修。每

一模块下的各项技能研修均要求教师结合学科教

学提交研修作品。坊小组长则按研修标准（如表

３所示）评定本组成员作品。最后，工作坊发布模
块研修通报。

１．３　建立职、权、责分明的管理机制
综合、梳理与合理配置教师培训的十大核心

要素［２］。在县域提升工程２．０项目中，“４Ｎ＋Ｘ”模
式的组织管理主要包括组织构架、过程管理与评

价管理等核心要素。组织构架如图２所示。
“４Ｎ＋Ｘ”模式的过程管理包括设立工作坊模

块研修通报、县级工作坊检查公示与下校督查通

报，评价管理包括项目校、工作坊及教师的考核评

价标准，以及“优秀单位”“优秀管理者”“优秀研

修者”的评选标准等。

１．４　健全多元评价机制，构建以“模块研修”为主
体的实施流程

“４Ｎ＋Ｘ”模式十分注重评价管理，实现了“评
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和评价手段等的多元

化”［３］。项目县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分为项目准备、
工作坊研修、校本研修、能力点考核及总结评价５
个阶段，共计２０多个分工明晰的实施步骤。项目
县在组织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时，须落实以下内容：
（１）构建管理机制，统一全县研修内容。项目县
教育局下设项目实施小组，主要负责管理项目团

队、建立多元评价管理制度、遴选统一研修内容等

工作。工作坊分模块、周期性地组织研修活动，以

“提交作品＋评审通报”的方式进行研修，让参训
教师分模块研修规定的、起码的信息化教学技能。

（２）制定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行动指南。团队成
员分别制定学校整校推进实施方案、工作坊研修

实施方案及教研组研修计划或教师研修计划。实

施小组先设计好模板，确定好工作清单、职责要

求、实施流程等重要内容，让每一位成员明确自己

的职责分工及行动指南。（３）组织两次检查，确
保研修出成效。笔者事先设计包含工作任务与工

作要求的检查表，指派专家检查每个工作坊的研

修情况，并将检查情况及时公示。两次检查分别

设在启动阶段和工作坊研修结束阶段。（４）组织
两次督查，确保研修过程的完整性。笔者设计督

查表，组织专家对每个项目校进行督查，检查前段

工作，指导后段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

题。中期督查重点考察工作坊研修情况，后期督

查重点考察能力点考核的组织情况，每次考察后

均发布县级督查通报。（５）做好总结表彰工作，
传递研修机制。组织总结工作，落实评价工作，表

彰先进，并将成功经验传递到下一批提升工程２．０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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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工作坊研修标准

模块一：通用软件模块

研修项目 研修内容 研修作品要求

１．组织在线学情调查

（对应能力点：１．１５）

利用问卷星或其他调研平台制作、发布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情调查问卷或家校

调查问卷并收集信息

１．用文档简述问卷的制作与组织过程，并在文档中呈现问卷的二

维码、链接及其生成的调研报告；

２．将文档上传工作坊《活动资源》栏目

２．组织在线考试

（对应能力点：１２）

利用问卷星或其他平台制作学科考卷，

组织免阅卷的在线考试

１．用文档简述在线考卷的制作与发布过程及在线考试的组织过

程，呈现测试卷，呈现在线试卷的二维码、链接及其生成的考试

报告；

２．将文档上传工作坊《活动资源》栏目

３．制作思维导图

（对应能力点：６）

用《百度脑图》或其他思维导图软件制

作一个本学科相关的思维导图

１．用文档简述思维导图的制作过程，呈现思维导图的图片、简述此

思维导图的课堂应用；

２．将文档上传工作坊《活动资源》栏目

图２　项目县提升工程２．０项目组织构架

２　整县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
“４Ｎ＋Ｘ”模式的实践探索
联合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湘潭教育学院、

益阳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等单位，动员两个市

级融合研究团队与两个市级名师工作室，“针对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实际，聚焦教师学

科信息化教学，以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

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评价等能力为

起点和归宿”［４］，以课题研究、实践探索为抓手，

结合能力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深入一线开展调研，
并针对县域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核心

问题展开实践探索。

２．１　形成“微融合”主张，明晰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提升路径

自２０１０年６月以来，笔者先后创建了两个专
业录课室，录制了“高中物理自主招生培训课程”

等６门网络培训课程，主持或参与了“基于微课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创新应用研究”等国家级或

省级课题，带领团队研究了２０００多个通用软件与
学科软件在学科教学中的融合应用，逐渐形成

“微融合”主张。“微融合”主张确立了“高效、简

约与标准化”的融合理念，主张向教师推广操作

简单且实用的“微融合”应用，倡导教师按照“微

融合→小融合→中融合→大融合”的逻辑路径逐
步发展，同时，主张根据４个模块规划教师研训，提
倡按照“通用软件＋信息化技能＋信息化教学模式＋
学科软件→深度融合”的组合路径逐步提升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为此，笔者还研发与推出引导学

科信息化教学的融合应用范例１００多个。
２．２　实施“三大计划”，明确教师信息化教学研修

内容体系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笔者带领团队实施“三大计
划”，研发了各学科信息化教学研修资源，并基本

构建了教师信息化教学研修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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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四包”计划。研发“通用软件、信息化技

能、信息化教学模式与学科软件”４个模块相关的
融合应用培训课程包，并在线上开展教师培训。自

２０１４年实施“四包”计划以来，开发的课程大部分已
被收录为湖南省能力提升工程２．０网络培训课程。

二是“融合”计划。研发各学科信息化教学

资源或融合应用培训专题，线上开展教师培训。

自２０１５年着手“融合”计划以来，研发与推广了
五类学科信息化教学资源：（１）笔者带领团队共
同研制了包含３００多个学科软件的学科软件推优
目录，覆盖中学语文、小学语文等 １５个学科。
（２）为了帮助教师更便捷地获取学科教学资源，
遴选各学科优秀学科网站及公众号，形成了覆盖

语文、数学、英语等１２个学科的网站和公众号推
优目录，收录网站和公众号共计 ２００多个。（３）
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应用学科软件优化教学，研

发与推广了语文、数学、英语等１０个学科的培训
视频。（４）为了引领教师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
融合与创新应用，研制了中学语文、小学语文等

１３个学科的“学科融合”专题培训课程，每个学科
的培训课程包含课前融合、课中融合和课后融合

的３个视频，共计３９个视频。（５）为方便教师便
捷地获取有价值的应用软件，研发了中小学教师

应用软件库———“应用百宝箱”。软件库分通用

软件与学科软件两大类，提供２６５个免费使用的
软件，部分软件还配有视频教程。

三是“直播课”计划。遴选极具价值的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微融合”应用方案，通过直播课

大规模培训教师，从而推进区域信息化教育均衡

发展。２０１６年，笔者带领团队实践了９期 ＱＱ直
播课培训，成功探索了直播的流程。２０１７年，创
办了“湖湘直播课”，创建了“湖湘直播课”微信公

众号，成立了直播团队，分学段培训了１９个授课
团队，精心打造了３４期精品课程，讲授了６０多个
信息技术微融合应用方案，其中包括２８个学科软
件的信息化教学“微融合”应用范例，并将其有机

融入项目推广、教师培训、资源建设与撰写著作，

激发了教师研修信息化教学的积极性，也解决了

他们的痛点问题。

２．３　制定研修标准，建立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升保障机制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笔者建立了信息化教学技能

研修标准体系，为“提交作品＋评审通报”的工作
坊研修提供支持，同时，制定了３个提升工程２．０
项目工作坊研修标准、项目校等３个实施主体的
评价管理标准、“优秀研修者”等３项评优标准和
２个工作坊研修检查评价标准，为项目县实施提
升工程２．０项目提供评价支撑。此外，制定了《湖
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评分

细则》《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２．０考核标准》《湖南省工作坊研
修平台考核标准》《湖南省在线培训管理与评价

细则》《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在线集体备课大赛参

赛作品评审标准》５个省级项目评审标准，为省级
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提供参考。

３　整县推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
“４Ｎ＋Ｘ”模式的应用成效
“４Ｎ＋Ｘ”模式于 ２０１７年经工作坊研修等项

目试点论证，自２０１８年６月以来，逐步实现教师
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整校推进→整县推进→整
市推进→整省推进“的推广进阶。该模式被广泛
应用于新田县等市、区、县的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
解决了网络研修与校本应用“两张皮”、研修效果

不佳等问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３．１　营造信息化教学学习氛围
（１）“湖湘直播课”网络培训。“湖湘直播

课”实现了对湖南教师（以乡村教师为主）的大规

模培训：３４期“湖湘直播课”累计点播总人次超过
２５４万，回收配套直播课作业超１４６万份，为乡村
教师登记继续教育学分 ２６０多万分；“湖湘直播
课”微信公众号累计发布微文 ２０８篇，吸引教师
近１０万，其中，第 ３１期直播课作业单浏览量达
６．８万次。该项目为湖南省信息化教学营造了良
好的学习氛围。

（２）线下培训。通过提升工程２．０项目等培训
教师信息化教学技能，激发教师融合、创新信息技

术应用的热情。笔者承担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培训
超１２０场次，培训教师超２．４万人次。

（３）精英教师的辐射引领。以湘潭市为例，
湘潭市融合本研究团队在内的３支团队共５００余
名成员充当推进“４Ｎ＋Ｘ”模式的“二传手”，是信
息化教学的引领者与培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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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强化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实施效果
（１）强化了项目县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实施效

果。２０１９年，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在新田县、衡东县
与湘乡市得到推广；２０２０年，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在
邵东市等十多个县市区得到推广；２０２１年，湘潭、
益阳、岳阳三市实现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整市推
进”；２０２２年，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在茶陵县等二十
多个县市区得到推广。提升工程２．０项目还辐射
全国十多个省份。笔者指导的６０多个项目县中
大部分为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地方

的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实施效果普遍良好。
（２）强化了市州２．０项目实施效果。以湘潭

市为例，整市推广“４３２２＋Ｘ”的研修内容，建成了
服务全市提升工程２．０项目的“湘潭市提升工程
监测平台”。２０２１年，湘潭市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
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实现了培训参与率、考核合

格率与优秀率全面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好成绩。

（３）强化了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实施效
果。２０２２年６月，“４Ｎ＋Ｘ”模式创始人受聘为湖
南省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项目首席指导专家，

负责制定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实施方案与工
作坊研修考核标准及指导与督促全省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的实施，截至目前，湖南省提升工程２．０项
目专家团队已向全省推送了１５２个项目实施资料
及７１个培训视频，全面提升了全省提升工程２．０
项目的实施效果。

（４）打造了湖南省提升工程 ２．０示范项目。
“４Ｎ＋Ｘ”模式在提升工程２．０项目中被广泛推广，
普遍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２０２０年，衡东县在
湖南省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汇报
评比中排名第一。２０２１年，湘潭县提升工程 ２．０
项目按照“４Ｎ＋Ｘ”模式实施，１４０７人的项目生成
了１６８７８个研修作品，受到了省、市领导专家的
高度肯定，湖南省国培办主任称之为“湖南提升

工程２．０的项目标杆”。
３．３　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一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自主研修中得到

提升。教师自主研修“湖湘直播课”课程，他们在

学习与应用平台推送的五类学科信息化教学资源

中收获了很多信息化教学的微应用，且终身受益。

二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提交研修作品的

过程中得到提升。在工作坊研修中，尤其是提升

工程２．０的工作坊混合式研修中，教师学习网络
课程后反复应用与实践，提交内化信息化教学技

能的研修作品，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自己应用信息

技术进行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评

价等的能力。

三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校本研修与应用

中得到提升。在提升工程２．０校本研修中，教师打
造“融合片段课”，灵活运用研修获得的信息化教

学技能设计与实施课堂教学；在校本应用中，教师

可随时应用同屏技术、思维导图等优化学科教学。

这些均提升了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及融合创新能力。

四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参加比赛或展示

课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笔者将“４Ｎ＋Ｘ”模式融入
湖南省第六届集体备课大赛的“融合片段课”大

赛方案，制定了大赛作品评审标准。２０２１年，大
赛参赛团队达２１２０４支，共评选出７７９７个获奖
作品。教师备战湖南省集体备课大赛等比赛（包

括项目县与项目校组织的公开课和展示课），综

合运用ＥＮ５软件及 ＢＹＯＤ教学模式等设计与实
施教学，实现了信息化教学的深度应用。

五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发展测评与能力

点考核中得到提升。笔者制定了湖南省提升工程

１．０的发展测评评审标准与提升工程 ２．０的能力
点考核标准。为了在以上两项评审中达成合格并

争取优秀等级，教师积极备战，精心打造参评作

品，这大规模促进了湖南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的

提升。

３．４　促进学科教师的专业成长
通过“４Ｎ＋Ｘ”模式多年的大面积推广与应

用，学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普遍提升，很多教

师成了区域信息化教学的引领者。例如，益阳朝

阳学校刘建军老师自发研制初中物理精品课件

１８１个，被全国各地教师引用８．５万人次，获评希
沃公司课件征集计划“突出贡献者”。又如，湘机

中学的王欣欣老师通过研习信息化教学，成长很

快。２０２１年，她的“终身学习，迎接挑战”获评湖
南省在线集体备课大赛特等奖。同年，她在全国

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能手大赛中获一等

奖。她于２０２１年通过考核获评“希沃杏坛计划”
三星导师，２０２２年晋升为“希沃杏坛计划”四星导
师。目前，王老师是湘潭市教师培训师、湖南省能

力提升工程２．０省级考核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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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提升项目校或项目县的教育质量
一是营造了良好的信息化教学教研氛围。为

完成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工作坊模块研修要求提交
的十多个研修作品，教师们抱团取暖，互帮互助，

实现了人际关系的融洽升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信息化教学研讨风气。

二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目前，湖南

省共有１０００多所学校应用了“４Ｎ＋Ｘ”模式，这些
学校的信息化设备利用率显著提高，教师运用

ＥＮ５同屏技术等进行教学成为常态。课堂教学
生态明显改善，师生互动与交融风气盛行，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与听课效率普遍提高，学校

的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三是奠定了区域学校后续发展的基础。例

如，项目县桂东县沤江第一完全小学是最早发动

学习“湖湘直播课”的学校，也是“４Ｎ＋Ｘ”模式应
用推广的受益者。该校获国家级奖励１２个、省级
奖励１１０个、市级奖励１３５个，发表相关论文４００
余篇。其中：《竹石》《京剧趣谈》《让语文教学乐

在其中———浅析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等作品获

国家一等奖；“听赏《苏三起解》”获湖南省在线集

体备课大赛特等奖。又如，益阳市朝阳学校受益

于“４Ｎ＋Ｘ”模式，近年来荣获国家级奖励１个、省
级奖励７３个、市级奖励４１个。

四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教育部“微言

教育”、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教育新闻网等均对

“湖湘直播课”及“４Ｎ＋Ｘ”模式等进行了宣传报
道，各级各类媒体报道超２００次。

“４Ｎ＋Ｘ”模式在项目县区得到了广泛应用，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从模式进一步深入应用

的长远利益来看，还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推进：一

是持续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实施效果。首先，加强
顶层设计，注重务实，便于基层操作。其次，整改

提升工程２．０项目市场，防止不良运作影响实施
效果。再次，加强标准化管理与评价，回避基层项

目实施乱象。此外，加大提升工程 ２．０项目经费
投入，如建议国培、省培加大经费支持力度。二是

加大对项目管理者的培训力度。虽然“４Ｎ＋Ｘ”模
式能产生良好的实施效果，尤其是对乡村学校与

乡村教师提升工程２．０项目效果明显，但项目的
实施需要素质较高的管理者，因此，建议加大对这

类人群的培训力度，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三是

重视对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培训。基层培训机构对

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训不

够重视，这应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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