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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信息化2.0”时代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调查地方高校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技

术工具掌握情况、信息化教学理念与素养，文章分析了其信息化教学水平，并对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

教学能力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针对调研现状，文章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基础教育师

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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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in-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40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400
http://www.hanspub.org


仇丹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10400 2925 社会科学前沿 
 

formation literacy. By investigating the maste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ideas and literacy of basic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level,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of basic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e-
search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
ing ability of normal students in basic education from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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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社会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与信息技术的联系愈发紧密。在教育领域，计算机多媒体等技术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优化教师的“教”，也改善学生的“学”，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现如今，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推动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有效途径。在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提

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对当

代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出明确要求[1]。2021 年 6 月，浙江省教育厅印发《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改革，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为主线，构建高质量信息化

教育体系。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教育信息化已初显成效，但教师信息技术与新时代的要求仍存在较

大差距。虽然部分教师已意识到信息化教学的重要性，但受限于个人能力与教育设施的限制，信息化教

学能力仍然有待提高，信息化改革之路依旧任重道远。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代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

技术工具掌握情况、信息化教学理念与素养，调查分析其信息化教学水平并提出有效途径。 

2. 研究设计与实施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对基础教育师范生展开调查，旨在了解其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态度与认知现状，信息化教学技

能掌握度以及相关存在的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本研究深入了解各因素的关系，为高校基础教育师范生

提供教学建议，提升其信息化素养和教学能力[2]。 

2.2. 调查实施 

2021 年 3 月进行调查，调查样本对象来自浙江绍兴不同性别、阶段和专业的基础教育师范生。问卷

回收后，我们得到 257 份有效问卷，并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 

2.3.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对 257 份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经计算本研究各变量的测量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均在 0.94 以上。由此可见，本次调查的量表信度系数达到可信标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所测数据适合用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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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态度与认知现状 

3.1.1. 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认知现状 
“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为此本研究对基础教育师范生的认知现状

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信息化教学的了解程度较高，11.86%的基础教

育师范生表示非常了解，63.64%的基础教育师范生表示比较了解，不太了解占 24.11%，仅 0.4%完全不

了解。由此可见，多年来政府推广地方教育信息化的措施初见成效，教育信息化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

注。 

3.1.2. 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教学工具的接触情况 
基于交叉分析的思想，本研究对信息化教学工具的频数与性别、阶段以及专业进行交叉分析，所得

见表 1。 
 

Table 1. Proportion of normal students’ contact with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ool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asic education 
表 1. 不同阶段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教学工具的接触占比 

 PPT Excel Word 几何画板 MathType 希沃白板 录屏软件 
(EV 录屏等) 

Maple 

未毕业 99.07% 83.80% 85.19% 44.91% 24.07% 34.26% 38.88% 24.07% 

毕业 100.00% 91.89% 91.89% 62.16% 40.54% 70.27% 62.16% 40.54% 

 
结果显示，相比毕业后的基础教育师范生，未毕业的基础教育师范生接触希沃白板和录屏软件更多。

这说明随着专业的学习，基础教育师范生接触的信息化的教学工具越来越广泛；然而希沃白板和录屏软

件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仍存在空缺，高校应加强基础教育师范生对这两类信息化教学工具的学习。相较文

科，理科的基础教育师范生对几何画板和录屏软件接触得更多，这说明不同学科对于信息化的教学工具

有着不同的需求；相比文科，理科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信息化教学工具的需求更大。 

3.1.3. 信息化教学技能对教学的影响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为探究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途径，需要正确认识信息

化教学技能对教学的影响。将量表题的结果利用 Friedman 秩和检验进行处理，所得见表 2。 
 

Table 2. Average rank table of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aching skills on teaching 
表 2. 信息化教学技能对教学的影响的平均秩表 

影响 秩均值 

利于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3.05 

利于促进学生探究学习，提高教学效率 3.17 

利于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突出关键点 2.95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2.95 

利于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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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秩平均值，发现基础教育师范生认为信息化教学技能“利于促进学生探究学习，提高教学

效率”和“利于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依赖先进的教学技能，教师能够让学生更快更深刻掌

握知识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教学效率。 

3.1.4. 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接受度 
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因此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使用意愿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化教学的普及程度

[3]。调查结果显示，“非常愿意”或者“愿意”应用信息技术转变教学方式的基础教育师范生分别达到

了 34.78%和 53.36%，占据被调查者的绝大部分；使用意愿“一般”的约占 10.28%，而表现出不愿意或

者非常不愿意的仅占 1.18%和 0.40%。由此可见，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信息化教学的接受度普遍比较高。

这说明在近几年来，政府推广地方教育信息化已初见成效，大部分师范生并未受到传统教育观念束缚。 

3.2. 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掌握程度 

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掌握程度是衡量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通过查阅文献[4] [5] [6]，本研究选取 7 项具有代表性的信息化教学技能，然后根据选项的选择情况分析

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掌握程度。 
通过 SPSS 软件进行 Friedman 秩和检验，所得见表 1。本研究发现“使用网络收集与整合教学资源”

的平均秩最大，这说明大部分师范生都能意识到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师范生要想开展信息化教学，首先

要做的就是收集教学资源，因此，通过信息化平台搜寻合适的教学资源是进行信息化教学的首要条件。

紧随其后的是“与学生在线答疑、交流互动等”，秩平均值达到 4.25。教育信息化带来的一项重要变化

就是跨越了时空距离的障碍，使得师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沟通交流。 
 

Table 3. Average rank table of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skills of normal students in basic education 
表 3. 信息化教学技能对教学的影响的平均秩表 

信息化教学技能 秩平均值 

根据不同教学环节选择合适的信息化教学策略 4.07 

根据不同教学环境运用软硬件的能力 3.99 

使用网络浏览、搜索、收集与下载教学资源 4.71 

与学生在线答疑、讨论、交流互动等 4.25 

能够灵活处理如电脑死机等突发事件 3.35 

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班级管理、开展教学活动 4.04 

利用信息技术监控和调节学生行为 3.59 

 
师范生教学的关注焦点始终是追求课堂效果[7]。而高效的课堂需要教师根据教学环节和学生的学情，

来选择最合适的教学策略与信息化工具，灵活管理课堂，确保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以此来提升课堂的

学习效果与质量，因此教学策略与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是实现高效课堂的必要条件。师范生对于处理电

脑与监控设备等需要实际专业技术的能力还有所欠缺，大部分师范生往往仅能够解决一些 PPT 与多媒体

的简单操作故障，对于其他的专业电子器材的使用与处理则不太熟悉。这不仅与师范生本身的专业学习

经历有关，还与工作中的学习和应用有关。因此无论出于自身还是学生的发展，教师对于专业外的信息

技术也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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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技能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如图 1 所示，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化教学技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少软硬件条件支持”

“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使用能力有限”和“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增加备课负担”，占比分别达到了 63.24%、

70.75%、69.96%。 
 

 
Figure 1. Problems in information teaching skills 
图 1. 信息化教学技能存在的问题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素养不够，发展理念更新缓慢，操作技术薄弱，没有大

胆实践和探索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二是学校信息化建设投入少，缺乏必要的支持和激励机制，那么

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热情将会大打折扣。只有让教师投身于信息化教学，乐于信息化教学，其能力才有可

能得到提升。 

4.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教育信息化已有一定了解，也具备一定的信

息化教学技能，但能力掌握得并不充分。目前距离“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中提出的到 2022 年基本实现

“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依旧存在一些差距，因此需要从主观和客观途径两方面出发，进一步探索

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4.1. 主观途径 

4.1.1. 关注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进展，建立新形势下教育观念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教育手段的更新，更关键的在于教师教育观念的创新。师范生应及时转变观念，

走出“信息化教学无用论”与“时间冲突论”，怀着探索和继续学习的态度，积极获取新的认识，提升

自主与自觉学习信息技术的意识，及时关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新应用与新进展，增强对各类信息

技术的认识与运用，从而提高教育信息化修养，更好地顺应信息化教学形势。这不仅是新形势下的教育

变革需要，更是教师职业终身学习的本质要求。 

4.1.2. 增强教学经验分享与反思，提升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 
作为信息化新形势下的希望，基础教育师范生不仅要知道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更要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能更加有效地将信息技术融入到学科课程教育中去。为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化教学技能的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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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基础教育师范生还需要以研究者的身份互相进行经验分享与自我反思。实践是理论的真理，每个师

范生都具有个性化的实践经验，因此建立在交流共同体基础上的行动经验分享有助于师范生反思自己的

教学实践，实现取长补短，不断提升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从而对自身的教学活动进行改革与进步。 

4.2. 客观途径 

4.2.1. 加强专业信息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基础教育师范生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水

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开展教师信息化技能教育，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队伍势在必行[8]。
教师的信息化教育水平不仅体现在扎实的理论知识上，也要求具备较为丰富的信息化技能经验，为此，

在专业信息化的师资队伍建设上需要加强实践培训，积极组织教师参加信息化技能模拟教学，提升教师

信息化教学体验感，不断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育素养。 

4.2.2. 加大培训力度，创设良好学习环境 
信息化教学环境的硬件建设相对容易，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日常教学中的教学设计、教学评价进行

有效融合则是当前许多基础教育师范生面临的主要困难[9]。这本质上来说是师范生个人信息化教学的能

力与意识存在不足，这就需要学校加强对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技能教学的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提高其

信息化教学水平。同时倡导和鼓励教师们在实际教学中积极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让师范生们体会到信

息化教学的便捷与优势，对基础教育师范生起到良好的示范与教育作用，从而引起他们增加对信息化教

学技能的重视。此外，为了让基础教育师范生们更好地融入信息化环境，学校应尽可能向其开放信息化

实验室，开发更优质的网络资源，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来弥补课内教学的不足，提升基

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技术。 

4.2.3. 丰富课程设置完善培养模式 
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基础教育师范生都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但学习方式多以教师讲

授式为主，且学习内容较为基础，无法满足基础教育师范生提高自身信息化教学能力与素养的需求。因

此，要对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水平进行全面提升，就需要学校丰富课程设置，合理安排培训内

容，例如在必修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开设与实际教学相关的信息技术选修课。课程不仅

要有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内涵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化教学案例进行观摩学习，在学校平

台实操的基础上，辅以专家的评价与反馈。需要强调的是，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

的适用性，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学习风格和教学环境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增强师范生教育技术培

养能力实效。 

5. 结语 

本研究针对不同性别、阶段、专业的绍兴市基础教育师范生，从信息化教学技能的认知与看法、信

息化教学技能掌握程度和信息化教学技能存在的问题三个角度展开调研，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总结出目前基础教育师范生信息化能力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对策。调研结果

显示，大部分基础教育师范生对于教育信息化已有一定了解，信息化教学技能处于中等水平，不同阶段、

专业的基础教育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技能存在差异。据此，在主观途径上，本文建议基础教育师范生关

注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进展，建立新形势下教育观念；同时增强教学经验分享与反思，提升对教育

信息化的认识。在客观途径上，应加强专业信息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创设良好学习环境；

丰富课程设置完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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