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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加速演进，国家提出加快推进“互联网+教育”，高校积极推进智慧教学环境建设，

以信息技术驱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目前高校教师存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意识薄弱、缺乏系统化的提

升体系、评价机制不健全、信息化教学环境不足等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要求。

为了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教育新生态的挑战，高校教师应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包括信息化教

学设计能力、数字教育资源应用能力、人机协同教育能力等。提升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可以通过

更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教学理念、推进“互联网+教育”新基建、构建多部门协同培养体系、实施分层

分类的提升方案、发挥教育教学评价机制作用、建立课堂教学新模式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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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tate proposes to speed up promotion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initiative posed 
by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tively construct a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so as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presen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encounter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lack of systematic improvement system, imperfect evaluation mechan-
ism,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teaching environment, etc., making them not meet the develop-
ment requirement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n a bid to effectively ri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education ecology in the Internet era,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goo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including information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s application ability, 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bility, etc.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upd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
moting the new infrastructur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constructing a multi-department colla-
borative training system, implementing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improvement schemes, exert-
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a new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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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

实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面对新阶段、

新变化、新形势，国家主动识变应变，陆续发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5)、《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2018)、《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等文件，积极推进教育信

息化建设。当前高等学校应聚焦高等教育发展要求，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以信息技术驱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数据赋能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高校

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新时期高校教师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以及进行科研创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下，高校教师应充分理解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敏锐感知

新型教育形态的新特征，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涵与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1]。
当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也是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下的信息化教学将大大完善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模式，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也将成为新时期高校教师最重要的职业素养与核心竞争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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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现状 

新时期信息技术应用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高校教师通过熟练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技

术在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促进师生全面发展。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指在“互联网+教育”

新形态下，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将教学的理论、经验和技术融于一体，以此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

能力。 
当前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但是对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要求从未降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成为“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下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在 MOOC 的大规模推广和 COVID-19 疫情期间全国高校广泛开展在线教学之后，高校教师的信息

意识逐渐得到启蒙，普遍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操作呈现积极态势。许多高校在教学方式、课程资源以

及信息化教学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善，高校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认识和实践也更加深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对高校教师的教学影响日趋紧密。但是当前高校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不利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进一步融合。有相关研究表明，

当前高校大部分教师关于信息化教学的基本能力已初步具备，但是应用水平较高的教师人数偏少，特别

是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的能力以及信息化教学研究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3]。此外，有学

者对地方高校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进行调查，并得出以下结果：高校教师的信息伦理自觉性高，信

息意识较强，信息知识结构基本合理，但信息应用能力欠缺[4]。 

3. 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存在问题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高校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部分高校教师在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有效推进教育教学的发展、满足新时期学生的成长需

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意识薄弱，主动提升意愿不强 

教师的教学理念是衡量课堂教学发展的重要标尺，指导着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在“互联网+”时代，

高校教师要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越性，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但是

部分高校教师并不具备过硬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对“互联网+”认识不全面，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互
联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意识淡薄，不愿意在教学改革与创新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利用信息技术促

进教学改革的能力和动力不够，主动提升意愿不强。主要表现为在主观上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教学方式

传统，甚至部分高校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主动学习信息化知识的意识不强，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不强，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堂教学资源整合、设计、实施、评价的

意识不足[5]。有些高校教师甚至认为将信息技术引入课堂是对传统教学的挑战。这些错误认知进一步约

束了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造成影响。 

3.2. 缺乏系统化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体系，实际效果不佳 

信息技术具有专业性较强的特点，教师如果仅仅通过个人学习很难真正掌握，因此，在尊重教育教

学规律以及教师成长规律的前提下，高校应设立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支持部门，促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提升和发展[6]。部分高校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意识薄弱、能力不足，主要是缺乏系统化的

“互联网+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体系。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体系的优化和重构是全面系统提升高校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保障。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是从思想

意识到信息技术应用，从信息化环境适应，再到信息化技术创新与研究的系统化熏陶与感染[7]。然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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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校和学院两级管理部门均缺乏完善系统的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体系。相关调查表明，高校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培训形式与内容单一，难以满足教师个性化、多样化需求，重技能轻教学法，教师无法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8]。此外，部分高校不能充分利用培训评价结果，培训效果

也无法及时有效追踪，不利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3.3.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激励制度不健全，评价机制缺乏 

建立健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是当前部分高校不够重

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激励制度建设，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率的鼓励措施、信息化教学经费的配套以

及信息技术促进教学创新改革的激励机制的设计等方面存在问题。这些极大地限制了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培养提升。另一方面，当前高校的考核标准偏向于“重科研，轻教学”，缺少对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评价的标准，其评价方式和手段也存在着一定缺陷，导致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不健

全，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的内驱力不足。当前高校要建立健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激励制度和评

价机制，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促进教学改革，保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3.4. 信息化教学环境不足，重硬件轻应用 

优质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基础，但是当前部分高校信息化教学环

境不足，智慧教室等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且利用效率低[9]。由于我国受教育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如果一味迎合信息化教学环境，增加信息化教学设施所需的高昂成本是众多高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

实现程度也不容乐观[10]，这必然会影响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此外，有学者调研发现部分

高校教师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应用不足，其中突出问题为重硬件轻软件[11]。通常只考虑硬件环境

设施，而忽视应用软件和教学资源等开发；看重基础设施投入，对信息化教学环境是否能在真正的教育

教学中发挥作用并不关心，这样做不仅导致信息化教学工具和环境利用效率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更无法利用信息化促进教学改革。高校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应充分考虑师生需求，以实用为主，只有这

样信息技术才能更好融入课堂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4. 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涵要素 

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新生态背景下，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包括多方

面能力在内的集合体，即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数字教育资源应用能力和人机协同教育能力等。通过充

分挖掘和利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巨大潜力，变革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方法，实现对学

科知识、教育技术、现代教学方法和先进教学理论的综合运用。 

4.1.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是指为传递课程知识、提升教学效率，教师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根据教学对象、

课堂情境、学科知识有针对性地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元素实行最优配置的能力。教学设

计是教学理论转化为教学实践活动的桥梁和纽带，教育与技术的融合交互丰富了教学设计的内容，拓宽

了教学设计的使用范围。高校教师具备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便能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适当适度地使用

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更加生动直观、智能化地呈现教学知识内容，易于学生理解，激发学生兴趣，

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4.2. 数字教育资源应用能力 

数字教育资源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经过筛选、组织、整合，使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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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序化，符合教与学需要的有效信息资源，具体表现为媒体素材、网络课程资源、教学资料库、在

线教学平台等。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作为开展课程教学的主导者，应具备多渠道获取数字教

育资源、科学筛选、整理优化从而实现教育资源互联互通并充分应用于教学过程的能力。教师首先要具

备对海量数字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检索、采集和筛选的能力，始终以教学目标为主导，将数字教育资源与

学科知识、教材教法、教学理念等有机融合，恰到好处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其次，教师应具备对数字

教育资源的操作和开发能力，熟悉掌握教学软件，选择教学工具、采纳教学方法、结合教育资源呈现教

学内容，并且评估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注重提升数字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和时效性。获取科学有效的

教育资源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应充分发挥所获教育资源的积极效用，做到物尽其用。同时，数字

教育资源是动态变化的，应及时更新，注重其时效性。 

4.3. 人机协同教育能力 

人机协同教育能力是指教师以信息技术素养为基础，充分理解和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构建人与机器协

同开展教育教学过程的能力。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人机协同将是未

来社会的主要工作模式，教育教学将会进入人机协同的“双师”模式。教师的灵活性、创造性、情感性

和智能机器的逻辑性、科学性、智能性将实现优势互补，在组织有序的分工协作中共同实现高效教学的

目标[12]。人工智能作为教师的助手将协助完成大量简单、重复的教学工作任务，教师只需要完成其中创

造性、思维性较强的教育工作环节，这将大大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甚至改革创新教学模式。例如，高

校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技术优势，营造智能化学习情境，通过人机协同开展线上、

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 

5. 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策略 

5.1. 更新信息技术应用教学理念，促使教师拥抱“互联网+教育”新形态 

目前，“互联网+教育”教学模式还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纵深挖掘的潜力和可能性。这一新事物的产

生为高校教师的教学实践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互联网+
教育”时代的到来亟需高校教师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不断增强信息技术应用教学意识，更新教学理

念，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不断开发新的教学资源，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激发教师参与信息技术应用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2. 推进“互联网+教育”新基建，打造高质量智慧教学环境 

1) 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技术，赋能教育，助力教学，打造基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教学一体

化平台。高校积极建设集课程管理、学业分析、资源共享、在线考试、教学评价与反馈、教师培训等教

学一体化平台，汇聚教、学、考、评、管功能，进而为高校打造整体的智慧教学平台，构建高校智慧教

学与管理新生态。 
2) 重构高校教学环境，打造智能、便捷、实用、高效的智慧教室。教室作为课堂教学的主战场，是

高校教育教学创新改革的主阵地。结合“互联网+”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手段，

打造应用全面、符合实际的智慧教室，满足各学科、各专业多样化发展需求，积极开展教学创新，营造

支持启发式教学、沉浸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模式的教学氛围。以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为

基础，以教育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动态评价为核心，推动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创新与变革。 
3) 建设智慧课堂平台，打破课堂沉默，让课程活起来。利用“互联网+教育”技术，通过智慧课堂

平台对课堂授课、实时互动、动态管理等教学行为进行重构设计。传统课堂使用 PPT、WORD 等课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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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形式静态且单一，属于只展示教学内容的授课模式。智慧课堂平台作为最新的高科技教学工具，它

能够增强课堂的互动反馈，实现个性化教学，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同时，智慧课堂平台可以现场实

时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帮助教师调整授课进度和方向，轻松实现实时测验评价、及时反馈，实现

真正的高效智慧教与学。 

5.3. 构建“互联网+教育”多部门协同培养体系，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培训 

1)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教学讲座、教师论坛、公开课观摩、线上课程培训、信息技术专题研讨会

等教学培训活动，提升教师信息素养。重点围绕在线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平台

等方面开展学习研讨，旨在帮助教师立足教育教学岗位，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方法

和路径，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教学模式变革、教学体系重构，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 
2) 学院定期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教育信息化专题讲座、教学沙龙、研讨会等。学院成立导师团，对新

入职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指导和培养，建立传帮带机制。同时，学院积极建设虚拟教研室、教学团队等基

层教学组织，广泛开展教育信息化交流与学习，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 信息中心开展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信息中心必须重视信息化应用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泛开

展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教育信息化、网络信息安全、网站管理维护等方面应用培训。培训开展得好则

信息化推广顺利，事半功倍，受到学校和教师们欢迎；培训如果做得不到位，则会影响到系统平台的使

用，在学校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信息化的推广。 
4) 校企联合共建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联合高科技公司开展计算机信息技术培训，协同培养教师教学

能力。比如联合微软技术中心为高校教师举办微软 Office 高级办公应用提升培训，结合教师日常办公应

用需要，设计教师专场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 Excel 高级商务应用技巧、数据透视表、PPT 制作与美

化、Word 论文排版、项目方案、研究报告、标书制作等。 

5.4. 制定“互联网+教育”培育机制，实施分层分类、全员覆盖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方案 

遵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律和教师专业成长规律，主动适应教育现代化对教师队伍的新要求，以提升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推进教师教学成长发展，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制度。实施对象为全校

在岗任课教师，主要分新入职教师、青年教师、骨干教师、资深教师。通过分层分类分步骤项目实施，

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计划，全面推进教师培训、专题研讨、研修访学等工作的常态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促进高校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掌握现代先进技术和方法、变革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动态且

持续地激发教与学的活力。 

5.5. 加大教学奖励，发挥教育教学在教师评价机制的影响作用 

教学奖励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有很强的激励作用。高校可以建立教学奖励制度，鼓励教师

使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改革与创新，推进一流课程建设，合理选择和应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环境，深入

推动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同时，全国开展了各类教师教学竞赛，大部分竞赛都加大了对信息技术

运用的评分比重。高校应该鼓励教师参加各类竞赛，通过竞赛促进教师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同

时也增强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教师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对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高校应该完善教学考核评价机制，引导

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与教师职称晋升、聘期考核挂钩，充分调动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同时，高校还要健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机制，准确、科学地评估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

发展现状，不仅要确立评价标准，而且要采取更加科学、全面的大数据评价方法，使用过程与结果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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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多元化评价手段，最终打造测、评、培完整链条[13]。 

5.6. 运用“互联网+教育”技术，重构教学设计，建立课堂教学新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 

1) 加强 MOOC 建设，推进高校在线课程学分互认。MOOC 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轨超车”

的主要抓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逐步成为多元化的学习工具和丰富的课程资源库。其在线课程突破了

传统时间、空间的限制，依托互联网，将优质的课程资源共享到世界各地，在促进教育公平、缓解教育

资源不均衡、增强各国家各地区教学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建设了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是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合作发展体系的有力抓手，通过持续推动

在线开放课程交流共享，推动校内学分认定和跨校学分互认，进而促进学习方式变革，构建高等教育教

学新生态。 
2) 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有别于传统授课模式，采用基

于教学视频等网络资源的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互动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其目的是通过线上和

线下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互补，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充分挖掘线上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的优

势，通过教学方法创新，推动学生高效地投入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线下课堂教学，应积

极融合信息技术手段，合理利用分组讨论、翻转课堂等多种形式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3) 推动课堂教学实时互动模式，提高教学讨论效率。智慧课堂平台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工具和现代化

教学手段，通过智慧课堂平台连接教师与学生终端设备进行深度课堂互动，改变传统课堂的单向灌输模

式。借助“互联网+”技术，教师在智慧课堂平台完成网络签到、随机选人、快速抢答、分组讨论、投票、

测验、问卷、系统评分等教学活动，实现课堂教学中的师生、生生实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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