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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是当前地方高师院校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主要存在目标不明确；课程体系

不完善；现有课程难以完成既定目标；微格训练、实习环节难以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环境支持不

足；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基于对现状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地方高师院校应该：明确师范生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培养目标、构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体系、强化《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建设、提升全体

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设、健全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六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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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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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dilemma faced by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ar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re not clear;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existing courses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set goals; Micro training and practice are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applica-
tion abil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upport of training environment is insuffici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this paper pro-
poses that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should: clarify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truct the training syste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
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all teach-
er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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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吹响了教育领域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号角，要想

全面开展、真正落实教育数字化，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尤为必要。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地方高

师院校，如何加强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提高师范生的整体信息素养水平，为新时代培养合

格的教师队伍是地方高师院校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历史与现状 

2.1.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历史 

2.1.1.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标准演变 
由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编制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是我国当前最新的师范生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培养的标准，在此之前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标准主要参照了在职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标准。可参照的标准主要有：《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 
2004 年我国正式颁布教育部师范司[2004] 9 号文件《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明确

了“414N”信息技术标准的体系结构，该标准总结中小学教师需要具备的四种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素质：

“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社会责任”。 
2014 年教育部颁布教师厅[2014] 3 号文件《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该文件进一

步明确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两个维度：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习方式；

并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体到：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发展等五个

方面。 
2018 年 6 月 29 日，教育部–中移动“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与培养模式实证研究”课题组颁

布研究成果《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该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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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技术素养、技术支持教学、技术支持学习，每个维度下又分为三个子维度(如图 1 所示)。该标准

将为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起到很好的规范和引导作用[1]。 
 

 
Figure 1. The standard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teaching ability for normal  
students 
图 1.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框架 

2.1.2.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历史梳理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课程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电化教学”正式作为高校师范

生公共课教材《教育学》(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一章内容。此后，为了适应教师职后培训、职前培养以

及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出现了专门的“电化教育学”“信息化教育概论”“教育技术学”

“现代教育技术”等课程[2]。课程性质由 20 世纪 80 年初的公共选修课发展到 90 年代的公共必修课，再

发展到 21 世纪的教师教育类专业的核心课程[3]。 

2.2.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现状的研究梳理 

自我国高师院校开始“现代教育技术”相关课程已经有近 40 年的历史了，但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培养质量仍然有待提高。近五年，周东岱、马池珠、熊西蓓、赵磊磊、王巍等分别对师范生的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共同表明：我国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较低，存在着技术素

养不高、应用能力不强，应用意识淡薄等问题。 
周东岱等对三所高校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现实性状况和期望性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

师范生的技术素养不高，尤其是交互式多媒体应用能力较弱；师范生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的意愿不强，

技术与教学融合能力较弱；师范生有应用信息技术变革教学方式的设计与组织能力较弱；师范生专业发

展缺乏系统化支撑，专业发展意识与能力不强[4]。马池珠等对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师范生在教育技术理论素养方面亟待加强；师范生对常用教学软件、教学设备的掌握程度仅仅达

到一般水平；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的应用与创新水平较低，尚未达到一般水平；仍有一部分师范生在教

学中承担起应用教育技术的社会责任并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5]。熊西蓓等于对南方五所师范类院校的

1050 名少数民族师范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师范生 TPACK 知识总体水平偏低，专业学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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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待加强；少数民族师范生倾向于重视学科知识，对教学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信息素养缺乏信心

[6]。赵磊磊等对江浙沪七所高等院校的 862 名大四师范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师范生教学信念亟需增

强、技术知识及感知水平尚待提升[7]。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开展了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工作。在尽

量保证全学科覆盖和地区均衡性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此次大规模调查中来自 20 所师范院校的 16,439 名

本专科师范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 7982 名 2016 级专科毕业生和 8457 名 2015 级本科毕业生。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师范生普遍认同信息技术未来能够有效支

持自身开展教育教学，但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技术使用操作层面的阻碍[8]。 

3.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目标不明确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已经于 2018 年发布，但是在实践中，高师院校并未达成统一共识。

在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上，教学目标的确立，多是依据学科知识体系，而非现阶段中小学信息

化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现实需求，这种“学科取向”的目标确立策略，必然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割裂[2]。 

3.2.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课程体系不完善 

由于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往往是由本专业教师团队拟定完成，这导致了师范生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培养往往仅体现在单一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或采用“学科教学 + 信息技术”的叠加课程

模式。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系统化课程体系缺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师范生无法有效经历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的培训与体验过程，致使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4]。 

3.3.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难以完成既定目标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作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渠道，由于课程内容上追求“大而

全”，课时安排又无法保证，导致了该课程的理论性内容的比重较大、知识内容与学科教学脱节等问题。

在课程任教方面，该课程一般由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师或本专业教师担任：前者往往缺乏学科背景，导致

授课内容与学科脱节；后者往往缺乏扎实的教育技术学知识，往往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存在经验主义的

问题。课程内容、授课团队等问题导致了《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始终难以完成既定目标。 

3.4. 微格训练、实习环节难以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除课程教学外，微格训练、实习环节也应该是师范生信息化应用能

力提升的重要渠道。在高师院校的人才培养中，由于不同的培养环节往往由不同的教师承担教学任务，

在微格训练、实习环节上往往由本专业教师提供指导，专业教师往往注重专业知识、传统教学技能的培

养，而忽略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在这两个重要的实践环节方面，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无

法得到应有的提高。 

3.5. 地方高师院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环境支持不足 

黄映玲构建的“课程学习、微格训练、教育实习”三位一体的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培养模式中提出

了教学媒体实验基地、信息化教学环境、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环境、资源交互平台等构成了师范生的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环境[9]。《中国高校信息化发展报告(2020)》指出：通过对高校信息化支持教室建

设情况的调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智慧教室占比达到 17%，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 12%，其他普通高校

仅 7%。普通多媒体教室建设占比其他普通高校也仅有 71%，同样低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82%，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的 74% [10]。地方高师院校由于存在缺乏建设经费等问题，计算机机房往往存在老化、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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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及时，微格训练教室仍然属于传统多媒体环境。地方高师院校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环境，难以

满足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需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开展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中关于

学校支持情况的内容显示：支持力度基本呈现省部属高师院校 > 专科师范院校 > 地方高师院校的情况，

尤其在环境支持、设施支持两个方面，地方高师院校的得分均低于其他师范院校[8]。 

3.6.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不健全 

当前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往往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考试为主，缺乏系统的评价体

系。《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大多采用“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模式，除了少数 MOOC
以外，绝大部分信息化教学能力课程的教学评价方式，仍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自评、小组互评较少采

用。由于过程性评价信息难以精确获取，通常还是以最终的考试成绩为主，深陷“重结果、轻过程”“重

知识、轻技能”的评价误区[2]。 

4. 地方高师院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路径 

4.1. 明确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目标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需要地方高师院校应从学校整体层面系统构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培养体系，包括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设置、环境建设、管理支持策略等[1]。地方高师院校的师范生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目标可依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

标准》，结合本校专业特色和地方教育教学实际进行设计。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目标应写入师

范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在编写师范生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应积极邀请教育技术学专家、中小学一线

教师参与研讨，对往届的校友开展广泛的调研。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中明确提出“关注师范生的双重身份”，即学生身份和未来教师

身份；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三个维度为：基础技术素养、技术支持教学、技术支持学习。其中

“基础技术素养”、“技术支持学习”应作为第一阶段的培养目标；“技术支持教学”应该作为第二

阶段目标。 

4.2. 构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体系 

陈燕娟在 2009 年指出：我国师范教育技能课程一般为《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应用基础》及如《多

媒体 CAI 课件制作》《网页制作》等选修课程，对于师范教育课程要增加一些技术应用的课程，如教育

信息处理应用理论、教学网页设计、网络技术教学应用、教学反思与评价等。而对技术应用程度较高的

师范生可增加网络应用与网络管理、信息技术教育理论等课程。唐瓷等在 2016 年设计了以“3 + X”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课程体系：三门必修的教育信息化必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现代教育

技术》和《师范生信息化理论与实践》)，有针对性的“X”系列选修课程。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应不仅仅依靠个别课程的培养，而应该渗透到所有的课程培养中，否则只

会徒增师范生的学业负担，而对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并未有益处。在课程设计上应将师范生

信息意识的培养与学科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培养信息素养所需的能力不应该脱离课程，而要与课程内容、

结构及顺序紧密结合，应注重在开展信息化教学的过程中促进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的培养。 

4.3. 强化《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建设 

《现代教育技术》作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渠道，将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的总目标作为课程目标往往使得课程难以完成既定目标，设计合理的课程目标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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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第一步。课程目标需要根据课程的学时和学分进行设计，由于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不统一，盲目照

搬一些高水平的师范院校的课程目标往往导致了课程目标无法达成。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的三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现代教育技术》均需要 60 多个学时，而地方高师该课程往往仅有 32 或 36 学时。除学

时安排外，还需要注意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分配问题。 
在合理开设课程和设定合适课程目标的基础上，还需要强化《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团队建设。《现

代教育技术》课程应加强与专业课程、学科课程的联系，由本专业教师担任课程教师是较为合理的安排，

但是应加强专业教师的教育技术学知识方面的培训。 

4.4. 提升全体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或个别教师的培养，而应该依

靠全体教师对师范生的培养。2022 年 2 月 23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 年工

作要点》，提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具体任务包括：加快完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体系、提

升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字化国际影响力等[11]。 
地方高师院校应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制定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仅是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的必然

要求，更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提升全体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利于在教师群体中达成对师

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的共识，有利于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体系的建立，有利于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在微格训练、实习环节等环节得到落实。 

4.5. 加强信息技术学习与应用环境建设 

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理论讲授，更要进行应用实践，而应用实践则往往离

不开真实的信息技术学习与应用环境。如信息资源开发能力的培养，往往需要能够进行资源开发的计算

机机房；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往往需要信息化教学训练环境——支持交互式多媒体的微格教室等。 
地方高师院校应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设，一方面要保障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信息化教学开展，

让师范生经历信息化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要保障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训练活动的开展，让师

范生得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实践训练。 

4.6. 健全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 

健全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通过系统科学的评价引领师范生主动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尤为重要。目前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中，师范生的主动性始终无法调度，师范生往往处于

被动接受的状态。在现有的师范生培养体系中，英语等级考试、普通话等级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等都

对师范生的相应能力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目前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未有对应的评价标准，多数师范院校往往以计算机等级考试作为

衡量标准，或仅仅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或其他相关课程评价作为评价依据。计算机等级考试侧重计

算机基础知识和基础软件的操作的考核；《现代教育技术》课程评价侧重理论知识的掌握考核。无论是

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真正对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做出科学评价，建立健全系统科学的师范生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评价体系是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关键一环。 
为了开发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自评工具，华东师范大学闫寒冰教授团队结合理论研究、专家

论证以及实证检验的多轮迭代，研制出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模型，以及基于此模型的能力自评量表。

综合多轮检验，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模型的科学性得到佐证，基于此模型开发的自评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我国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的工具[12]。除现有的自评工具外，基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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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建立智慧化测评系统，将有更加利于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测评。 
总之，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单纯依靠现代教育技术课的教学是不可能实现的，应利用

一切有利因素，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时代师范教育改革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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