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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发挥新技术优势，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最优途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

涵也应立足于课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进行转变。核心素养具有全面性、创造性和行动性特征，以素养

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具备鲜明的育人取向、深度融合走向和实践取向才是适切的。在学校课程

发展中，为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从三个方面着力：精准对口需求，把握学科核心素养以实现课程

目标要素的整合；利用信息技术建构全新环境，促进学生主体意识；整合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形成资

源共享，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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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s the best wa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new technology an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with key competencies as the guide for transformation. Key competencies has 
comprehensive, creative and action-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based on key competencies has a distinct orientation towards educa-
tion, deep integration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is appropri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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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ulu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can be put o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precise matching needs, grasp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the subject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to build a new environment to promote students’ subject awareness; integration of differ-
ent teaching models and methods to form a resource sharing, to develop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Key Competencies, Characteristics, Form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教育信息化和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实践结合的推动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不断发展[1]。
如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主题式整合或 STEM、STEAM 之类的这种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念与模式[2]，显然更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养

成。对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从对信息技术认识的不同角度，发表不同观点。课

程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核心，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应进一步理解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的内涵、特征来回应新时代、新课标的需求，使核心素养真正落地。 

2. 指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 

梳理以往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内涵的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第一种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视

作“教学环境”创设；第二种将其视作“教学工具”整合；第三种则视作“教学方式”创新。核心素养

如何落地是如今教育改革的重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也要立足于课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进行

转变。 

2.1. 指向核心素养的整合 

整合的意义在于将较为零散的元素组合衔接，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运行，并最终形

成高价值高效率的统一体。核心素养既提供了整合的支持因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指向核心素养的整

合要求将静态的整合思维转变为动态的变革思维，这不是任由海量的信息涌入，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的

简单相加，而是要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而展开信息、数据、资源、环境的综合蜕变，给课程整体带来纵深

式发展，促进传统课程向具有技术性的现代课程变革。整合本身不是目的，信息技术和课程作为元素，

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这个最终目标上，应有机融合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整体。这里的整合最好的形

态是没有整合，要让信息技术自然而然成为课程的要素，成为学生课程学习中的一部分，学习行为的发

生才是知识的获得和素养的落地。 

2.2. 指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 

以往我们强调信息技术应带来更智能的教学环境，这不仅代表着能够在教学中随时获取前沿成果，

也意味着教师和学生在这种信息化的氛围中是真正自如且受益的。在此基础上，教师的指导才是恰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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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使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最大发挥，实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达到一种有机的平衡，从而摆脱传统的教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3]。
指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不仅要达到以上三种功能：营造开放的教学氛围、创设新的教与学模式、变革

传统教学结构，还要根据学科核心素养在学习对象、学习工具和教学工具上进行调整[4]，这三种方式要

围绕核心素养形成合力才能发挥信息技术的最大功能。 

2.3. 指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立足点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课程，更进一步说是立足于新课程理念中的核心素

养。从学习任务角度看，信息技术除了是本课程的学习对象，也应该是其他课程中的一项[5]。如果将课

程的本质看作文化，每一次课程改革的背后都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与更迭，我们应注意到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的发展与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倾向密切相关。如果把复杂的课程整体简化为课程要素的罗列，那就不

能触及课程的根本目的和理念；如果本质上只当信息技术是工具、手段或环境，而不将其囊括在宏观的

课程文化背景下，整合也只能囿于操作层面的桎梏，而无法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如果我们限制了认知层次，

就无法窥见课程改革的全貌，也就不能真正合理地指导课程改革实践和引导课程变革的发展。事实上，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旨趣就是帮助信息文化的形成以及由此引发课程文化的变革。信息技术与课程的

整合，聚焦于核心素养，无疑是信息时代课程文化的变革和重塑[6]。 

3. 指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特征 

时代的发展催促着培养人的方式的革新，学校教育一直是热点，课堂教学更是占据主要地位，现在

正处于核心素养时代，我们无法满足于对知识本身的价值追求，课堂教学的中心自然而然落到核心素养。

信息技术自身具有的时代性特征应该带给学生更优质更广泛的学习机会，如果仅从知识上与课程进行简

单的整合，这依然没有突破传统，不亚于固步自封。因此，当进入以核心素养为本的新整合局面，要论

证这一主题的价值取向、融合趋势和实施方向，凸显素养为本的新特征。 

3.1. 核心素养的全面性凸显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育人取向 

核心素养是新一轮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关键词，虽然学界尚未对核心素养的内涵完全达成一致，但众

多的学者都明确指出，核心素养是对于知识、能力、态度的综合与超越[7]，是三维目标的提炼和整合[8]。
核心素养是必备能力与品质的结合，这种特性必然不能通过单一的方式进行培养，特别是核心素养明确

作为具体的课程目标时，统整的计划才能与之匹配[9]，教学也要根据整合特征进行调整。 
基于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以素养的全面性为本，应进一步彰显整合的价值取向。我们虽

依然采取分科课程作为主要课程形式，但课程改革中不断强调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以往的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课程体系将知识碎片化的弊端，但基于学科内容的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不够深入，依然流于形式，没有触及育人的核心问题。课程整合的概念实际上是与民主社会的理想、

民主个性的培养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育人的理想要求[10]。学校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阵地，信息技术

就更应注重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帮助学生养成民主人格。联合和汇集各学科的知识，有助于学生保持敏

感，以更综合的眼光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审视所遇问题的伦理性和复杂性以便做出有效的决定，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学科组织和教学的改变。事实上，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建立了心理学与民主教育运动框架内的知识组织之间的联系[11]。提出核心素养的初衷与目

标依然是更好地培养人，当社会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能做的就是为教育、课程的改革增加

一点推动，信息技术因其功能的特性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发挥好育人优势，整合不但为学落脚点更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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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于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和世界，同时也帮助学生在资源丰富、信息爆炸的时

代养成自主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习惯，提升鉴别准确信息的能力，更根本的目的是鼓励学生成为有文化有

抱负的健全公民。 

3.2. 核心素养的创造性指引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走向 

核心素养不但要汇聚各门学科的本质，又要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尽管每个学科的核心素养都

体现自身的学科特色，但创新素养是助力学科发展，拓宽边界的源头活水，这是核心素养最本质的特征。

所以，创新是各个学科核心素养都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2]。 
核心素养的创造性意味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重心的转向，创造性要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走向深

度融合。这种深度融合到底有何具体的变化，首先要从背景谈起，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提出是为

了回应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井喷似的信息量促使传统的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向纵深式融合发

展。这种走向的融合同以往相比提高了一个层级，对教师和学生的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挑战，现在要做

好由原来的技术整合转型为人机融合的准备。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若要成为落实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就要使教育系统的变革深入到结构当中。换句话说，信息技术的应用只有让教育、教学的传统结构发生

改变才算是有效落实了核心素养的创造性，才是真正超越以往对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在技术方面进行改

善的浅层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创造性不仅带给学生主体性的情境体验，更注重课堂教学的活力，

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唯一的追求，要在情境中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迁移应用。因此，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需要通过变革教学方式以情境体验与知识深度理解为整合进路，遵循核心素养的创造性，

重构个体的核心素养。 

3.3. 核心素养的行动性寻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取向 

核心素养的特性决定了其发展必须与身体有实际联系。在这方面，具身认知理论所强调的知行合一

就契合了核心素养的实践性特征。与经验知识不同，经验性知识不强调身体的参与，倾向于间接知识，

而素养的内在要求反映的是新儒家提出的体知的概念，也称作“德性之知”，这种知识是实践感受到的，

因此有知有行，互为转化形成认识和实践的闭合圆环[12]。“核心素养”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它是

基于当下又超越当下的一种共通能力，具有普遍性或可转移性，以满足不同背景下的需要。 
核心素养以行动为导向的特点鼓励我们对课程整合的离身取向进行反思。核心能力的培养应该包括

各种实践，如个人的实践和人格的培养，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传递着具身或体知的内涵。而受传统身心

二元论的影响，身体的宝贵价值往往被遗忘，知行合一通常被抑制了，教学演变为脱离身体参与的单向

的知识传授。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仅限于知识的整合，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相悖。这种情况

导致了整合不是整合，信息技术也成了可有可无，更是对现在的核心素养所提倡的学科实践毫无帮助。

就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而言，这意味着首先要利用信息技术创造满足学习者需求的舒适、健康的学习空

间，以个性化学习体验、身体参与作为学生学习经验的主要元素。其次，在整合中应强调身心一体的完

整性，行动与反思形成循环促进身体与心智有机融合，其中行动是与动机和感知同时发生的认识，而反

思则是不断改进后续行动的思考性分析。最后，高质量的实践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课程整合中应加

强，在具体实践中解决真实情景中的复杂问题，不仅通过行动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与他人建构良

好的联系，为社区志愿服务或关注国家事务等，体现新时代应有使命与担当。 

4. 基于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途径 

“新课标”强调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知识的传递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增加学习的场域，提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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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学习任务，重构教学方式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合理运用信息化手段还原真实情景，激发学生

的探究热情、开阔学生的视野、带动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和教师都重示信息素养[13]。以数学学科为例，

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融合不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还要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与数学课程进行深度创新

融合，借助素养导向的信息技术，拓展学生的数学观念，不仅让学生在数学的领域看数学，更让学生借

助数学去看世界，信息技术与数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培养基本数学素养的

必然要求。 

4.1. 精准对口需求，把握学科内涵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学教学已有较长历史，但依然有诸多不成熟，面临着许多挑战，现在虽有大量

丰富的信息技术资源，但质量参差不齐，并非都能对口师生实际需求。信息技术带来的内容的无限性和

复杂性既可以成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能力的机会，也可能为他们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表明，作为一种

客观存在，信息技术是否能在数学课堂中顺利应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如果信息技术足以帮助师生进行

初步的信息筛选与分析归纳能力，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教育和教学资源库以及促

进学生认知发展想象的乐园[14]。因此在利用信息技术之前要先进行筛选，评估其设计与开发是否合乎数

学知识的内在联系与学生的思维方式，而评估的关键就是与数学的核心素养契合。同时，既不能为了技

术而技术，也不能忽视遇到的挑战，使信息技术成为可有可无，与数学核心素养毫不相干的工具。在培

养数学核心素养中使用的信息技术，应深入考虑数学教育的本质，要建立在稳定、可靠的研究的基础上，

促进学生形成专家思维，破除数学内涵与学生的壁垒，帮助学生领悟数学核心素养[14]。 

4.2. 建构全新环境，促进主体意识 

我国鼓励学生合理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了解前沿，以拓宽视野去感受和发现数学的内在规律，培养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可以选择和利用这些资源以适应自身学习需求，建构知识结构，促进信息素养

和自我发展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学生在信息技术海洋中的合理判断、自主选择能力的培养，信息技

术无疑是对这一能力最好的训练，同时，这也有助于学生不拘泥于教师、不止步于教材，以更开放平等

的角度定位自己的角色。信息技术本身的开放、共享、互惠精神决定了教学主体意识的新变化。信息技

术也作为教学的生成环境和变革动力，信息技术具有的无限开放性使教育的旨趣逐渐转向学习者主动选

择学习地点、学习方法和学习理念[15]。使用信息技术打通知识的单行输入，重建一个新的开放和无边界

的教学环境，适当的个性化学习，在线和离线，社区合作学习等。由此使师生间不断建立广泛的联系，

也由此不断深化关系的强度，因此，在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当中，学生主体意识会更为凸显，学习的意识

也更高涨。这样的教学有助于学生自我教育和自主选择意识，资源意识及共同体意识[14]的培养，而这些

都是发展数学核心素养所需要的。 

4.3. 形成资源共享，培养综合能力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思维品质、关键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

现[16]”，信息技术下，“师生可以自主选择和使用资源，沉浸在现有资源和生成资源共享当中，形成了

一个完整系统。这就改变了传统片面的知识增长、线性的授课模式，创造了一个多样、动态、协调、自

由的开放学习环境。资源共享创造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教与学的一致性，实现了教育和教学的公平性，

也为跨国界的教与学的整合提供了可能[14]。事实上，数学核心素养指向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数学课程观。

对学生而言，就是较为开放的学习方式，信息技术帮助学生以开放的角度去看、去想、去表达，而学生

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也是提供了更多的真实情景和丰富多彩的学习机会。正因为如此，数学课程和教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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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浅表学习，要为学生提供更加活化的、开放的学习与迁移活动，增强跨学科意识[17]，而且，提倡运

用信息技术来进行数学教学本身就是跨学科实践的体现，能进一步发展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5. 结语 

构建信息时代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是未来课程研

究关注的焦点问题。真正的发现，不在于寻找新鲜景观，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与理念，基于核心素养的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要更加求基求实。以核心素养为主线，不断强调对核心内容的掌握，横向联系，纵

向连续，逐步进阶，实现育人的核心目标，完成课程与教学新的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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