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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实施意见 

 

一、信息化教学模式建构的宗旨  

信息化教学模式建构的宗旨是通过支持中职学生的学习，以促进

中职学生能力的发展。中职学生能力是指为适应信息时代发展需求所

偏重的能力，主要包括创新、问题求解、决策、批判性思维、信息素

养、团队协作、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能力。中职学生的学习，是

指运用能力，特别是思维进行的有意义的学习。学习是发展能力、思

维和知识平台的路径。 

学校推进信息化教学模式可以将现有的各种信息化教学模式，根

据其学习活动和组织形式的特点，集合在相应的模式类型中：  

个体接受的学习模式类型：个别授导、操作与练习、教学测试、

智能导师、模拟与游戏。  

群体接受的学习模式类型：电子讲稿、情景演示、课堂作业、小

组讨论、课堂信息处理。  

个体探究的学习模式类型：任务驱动、问题求解、微世界、案例

研习、基于资源的学习、模拟与游戏、认识工具、电子学档、概念地

图。  

群体探究的学习模式类型：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

协同实验室、虚拟学习社区、小组学习、知识论坛、头脑风暴。  

针对当前我校教育教学实际，提倡探索建构主义倾向的信息化教



学模式。这类模式能提供信息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它有助于学生与

信息技术形成智能伙伴关系，利用充裕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支持

学生学习，发展学生能力。  

二、信息化教学模式改革  

目前，我校教学模式改革的基调是从接受型向探究型模式转变。

被动的接受和以占有为目的学习，无益于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开发

创新潜能，培育创新人才，促进学生发展是我校教育改革面临的核心

目标。  

1.教师角色的改革  

由控制者转变为帮促者：教师为学生创设和提供丰富的环境、经

验和活动，为学生的协作性学习、问题求解活动、真实的任务学习、

知识共享和责任共担等方面提供各种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参

与协商，激励、监控讨论和专题学习的进展而不是控制。  

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程开发者：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发

课堂教学目标、内容、结构、资源和作业。与其他教师通力协作，改

变传统课程中的部分内容和方法。  

2.学生角色的改革  

由被控制者转变为学习的管理者：学生能有效地计划、监控、调

节和反思自己的学习进程与结果，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学习

环境、情绪意志、努力程度和寻求他人的支持，有高度的主人翁感。  

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有充裕的机会探索观点和形成

研究。通过与自然界、材料、技术和其他人的互动，学生探究概念、



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运用相关的技能。 

3.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应能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要求教学内容或信息技术内

容与学生需要相匹配，并且为学生创设互动的学习机会。  

教学要创设有利于促进学生深度的、投入的学习经验和学习环境，

重视意义的建构。教师要提供有意义的活动和经验，以激励学生以有

意义的方式去建构和生产知识。生成性的教学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地解

决问题、从事有意义的探究、积极地反思，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

构建和实施有效的学习策略。  

4.评价方式的改革  

学校通过建构知识和创造人工制品来展现学习过程与结果。学生

要参与制定学习绩效标准，并在设计、评价和评估报告中有相应的体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