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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开启了新征途，在这条道路上离不开信息技术课程的支持。在此背景下，

对我国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透彻分析，选取了H市的三所中学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与这三

所学校的一线在职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沟通，遵循扎根理论的基本规律与准则，利用NVivo12质性分析

软件进行编码，对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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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leads” th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o open the new journey, 
on this roa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support can not be separated.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
riculum in China’s middle schools, selects three middle schools in H city to carry out field research, 
and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ront-line teachers of these three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rule and criterion of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uses NVivo12 qu-
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to encode and analyze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in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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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手段持续融入教育，给我国教

育信息化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变革，促使我国教育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不断探索与不断突破，从

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迈向了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深入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成果。而信息技术课程作为提

升学生信息素养的主阵地，是教育信息化的基本体现。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要想让国家不断变强，实现民族的复兴，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

展的主动权。因此近年来，国家越来越侧重于加强对青少年的信息技术教育，提高其信息素养从而提升

国家的数字竞争力，这已成为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燃眉之需。 

2. 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课程是在计算机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全国各省市自 2004 年陆续开设了信息技术课

程，它是新课程改革后的一门全新的课程。在课程十多年的探索实施过程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也逐

步走上正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变化，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也相应的发生了变革。在变革的

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在课程的定位、内容的选择、教师专业素养等方面逐渐与时代发

展相脱节[1]，影响甚至阻碍了信息技术课程的健康发展。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主要是技术的简单操作和基

础知识的记忆、并且在课程实践中存在学段和模块之间衔接不当等问题，培养一般素养的信息技术课程

已不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因此，为了把握中学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近况，进一步了解我国中

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具体教学情况与信息技术的教学效果与质量，开展了调研和研究。 

3. 研究过程 

3.1. 研究方法及工具 

质性研究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方法的影响，被运用到各种学科中，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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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个体如何依据自身的方式来对世界进行意义建构，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1]、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

发掘整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质性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环境下通过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来对

要调查的内容进行整体的探究活动。文章选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并秉持扎根理论的准则与规律，对 H 市的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意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与社会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

行分析，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刺激回忆访谈的方法，在自然情境中对教

师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受采访教师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的真实感受。将收集到的资料的进行整理并将

其导入到 NVivo12 中进行编码处理。 

3.2. 研究对象及样本 

通过与 H 市的部分教师进行联系确定了 9 名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均为 H 市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一线

教师，他们来自三所中学，包含一所市区高中、一所市区初中和一所完全中学，每所学校均选取了三名

一线教师进行了访谈，其中一名教师为年级组长，男教师有三位，女教师 6 位，从年龄分布来看，30 岁

以下 2 人、30~40 岁 4 人、40~50 岁 3 人，平均每人访谈时间为 30 分钟。通过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对被选

教师进行一对一交流的面对面访谈，访谈的地点位于教师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内，此外也对教学环境进行

了实地观察。 

3.3. 研究设计 

3.3.1. 访谈 
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开展涉及到了教学教材、教学过程、教学资源、教师培训与学习、专业素养以

及教学管理部门对信息技术重视程度等多方面的问题，据此确定了访谈的提纲与方案。在教材方面主要

考察教材的变迁以及教材的优缺点，题目包括“您认为新教材有哪些变化呢？”“平时上课是根据教材

来上的吗？”等。教学过程主要考察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过程，访谈题目包括“您平时的教学是怎么

安排的？能不能具体说说？”“在教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请具体说说”等。教学资源主要

考察软件与硬件的资源以及教学的环境，访谈题目包括“平时上课除了在机房还有没有别的教学场所？”

“除了正常教学之外，还有没有创客、STEM，奥赛这些拓展活动？”等。教师培训与学习主要考察教师

参加培训学习的情况，访谈题目包括“平时有没有学科相关的培训或者参加过相关的竞赛？”等。教师

专业素养主要考察教师的职业素养与热情，访谈题目包括“您对这份职业满意吗？现在有没有要转科的

想法？”“您除了信息技术教师还有别的职务吗？”等。对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程度考察的主要是教学

管理部门如学校、省市以及家长对信息技术课程的态度，是否重视等。访谈题目包括“您觉得 H 市和学

校对信息技术重视吗？”“一周一节课您认为够用吗？有没有存在课程被占用的情况？”等。 

3.3.2. 编码 
将访谈所得到的语音和文本性材料输入 NVivo12 软件程序中实现自由节点和树形节点的编码，根据

访谈内容形成的词汇云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教师们谈到了如教材、教学内容等许多信息，但是比较杂

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此外，访谈过程中教师的情感结果是较为积极的，如图 2 所示，教师反应了

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但是总体而言对信息技术课程持有积极的态度。 
具体编码如表 1 所示。按照扎根理论开展开放式、轴心式和核心式编码，遵从了质性研究的基本进

程与原则。本研究力求呈现原始的访谈资料信息，对导入 NVivo12 软件的材料逐字逐句进行阅读。在开

放式编码环节，对访谈文本不断进行分解、比较、概念化与类属化，直至全部文本编码完成，整合成自

由节点见表 1 第 1 列。在进行主轴编码时，需要关联类属，建立概念与概念间、概念与范畴间的相互联

系。研究通过分析各自由节点间的区别与关联发现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了 6 个类属概念(见表 1 第 2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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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核心编码阶段，通过系统分析各类属概念，筛选出了更具统领性的核心类属(见表 1 第 3 列)。 
 

 
Figure 1. The interview vocabulary cloud 
图 1. 访谈词汇云 

 

 
Figure 2. Emotional outcomes 
图 2. 情感结果 

 
Table 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code 
表 1. 信息技术教学实施情况编码 

开放性编码(一级编码) 主轴编码(二级编码) 核心编码(三级编码) 

粤教版教材编写较好 

新老教材的对比 教材变迁 
新教材的培训 

老教材 

新教材内容的变化 

自学知识 

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 教师队伍建设 培训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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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信息素养 

教师的学科素养  

责任心 

学科热情与满意度 

竞赛 

教师的职务 

存在的困惑与困难 

教学与考试 教学过程 

教师紧缺 

教学任务重 

教研 

考核方式 

考试与教学内容脱节 

项目式教学 

学生喜欢上课 

依据教材进行教学 

教学场所 
教学场所与资源建设 教学资源建设 

软硬件资源 

家长 
家长、学校于该市对信息技术 

的态度 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 市 

学校 

3.3.3. 编码信度检验 
编码信度检验主要是通过与受访者进行良好的交流从而确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在编码进程中依据真

实性的准则对事件和概念以及其之间的关系不断进行比较、剖析和部署。为确定结果是否真实反映了现

实情况，在编码结束后，联系受访教师就编码结果与自身经历进行了对比，受访教师均表示编码结果反

映了现实情况。 

4. 研究结果 

4.1.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实施情况分析 

根据对信息技术教学实施情况进行三级编码，可反应以下结果。 

4.1.1. 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基本情况 
首先从信息技术课程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并纳入了中考成绩，其在中考中占据十分，而对高

中来说是作为一门学业水平考试。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在社会实践课程中还建立了各种信息技术课程模块

如智能机器人、创客教育等。此外，该市还通过组建机器人、编程、创客等竞赛来选拔有专长的学生。

其次初中阶段已全部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高中阶段开设年级为高一和高二，高三年级未开设。根据教

师的反馈，90%以上的学校的课时安排为每周一课时，随着信息技术课程加入中高考后，信息技术课程

为中高考科目让路的情况比较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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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教材变迁 
从当前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教材情况来看，全国各地使用的信息技术教材并不统一，甚至同省的不

同城市也存在区别，各个版本的种类繁多且质量优劣不一。H 市中学有两套课本，初中和高中各自一套，

初中于 2018 年开始启用新版本的教材进行教学，高中于 2020 年开始启用。此外，信息技术课程教材的

内容初高中存在一定的区别，中学阶段以计算机操作系统以及办公软件的使用为主，如 Word、Excel、
PPT、Flash、Photoshop，而高中阶段则侧重于新兴技术的介绍与应用，如编程、人工智能、Python 等。

在访谈过程中有信息技术教师反映由于教材部分内容过于陈旧，因此上课的内容不能完全依照教材内容

进行选取，只能在互联网上搜集素材和内容来教学。此外，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主要依据学科的内在逻

辑编排，由于教育改革后倡导项目式教学，目前部分教材也主要以项目或任务为线索来进行学科内容的

联系。 

4.1.3. 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从实地参观和访谈的资料信息及结果来看，被采访教师所在的学校都配有计算机机房，并且可在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实现“一人一机”的要求。但是 3D 打印机、教学机器人、创客与 STEAM 实验室等新型

信息技术设备资源还未装备，这些新型实验室在经济发达地区才有配备。其次，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使用的教育资源是全国公共资源平台，如学科网、好分数等，教师表示其能够满足日常教学的需要。

教师们还表示日常教学所需的素材能够从学校装备的教学资源库里寻找，如果没有找到的话还可以在互

联网引擎上进行搜寻。 

4.1.4. 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首先，从信息技术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来看，信息技术教师中计算机背景的教师占据比例较多，文

科专业毕业的教师占据一部分，其他理工科专业毕业的也占据一部分。由此可见一线信息技术学科教师

还有较大的专业化提高空间。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对计算机专业背景出身的教师

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有些教师表示很少会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来应聘信息技术教师。此外，通过深入

访谈发现，被访信息技术教师中除了信息技术学科的正常教学活动外，或多或少都会有其他的事务需要

处理，比如安排进行信息技术设备的维护等。 

4.1.5. 信息技术教学过程进行情况 
从教师层面来看，通过访谈发现学校普遍存在教师紧缺、教研任务重，考核评价学生的方式较为单

一等问题。从学生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学生普遍对信息技术课程较为喜爱和向往，他们有兴趣也有动力完

成课程作业。但是由于目前教育改革以及教材的更换后提倡项目式教学，考试内容却与教学内容有一定

程度的脱节，使得教与学的过程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与困难。尤其是对初中阶段来说，教师反应初一初二

年级的教学可以按照项目式教学来进行，但是初三要面临中考升学的压力，又不得不回归分数至上的应

试教育教学途径。 

4.1.6. 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情况 
通过与不同学校教师的深入访谈，来了解到了学校、家长以及 H 市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在信息

技术未纳进中高考之前，可以称得上的上是学科体系中的一门边缘学科，甚至被学校、家长和学生认为

是副课，都不重视，所以存在着课程表上安排了课程却被其它课程教师占用的情况。有教师反应甚至存

在着学生家长不认识信息技术教师的情况。在信息技术学科纳入中高考后，学校与家长开始重视了起来，

并且每年学校会组织相应的培训与外出学习，此外该市每年也有组织信息技术课程的培训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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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情况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影响中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是教材变迁、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过程、教学资

源建设、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等多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与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一一

机械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形成了中学阶段信息技术课程教学

模型，如图 3 所示。第一，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的改版变迁需要谨慎，要继承优点，有理有据。第

二，教师队伍建设是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关键一环，教师自身的学科素养和道德品质对学生学习来说至

关重要。第三，优秀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能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和学习效率。

第四。教学资源的建设是信息技术课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教学场所、软硬件资源的丰富与能极大地

提高师生的积极性。第五，对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信息技术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只有多方

主体都重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与发展。 
 

 
Figure 3. The influence factor mod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图 3. 中学阶段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影响因素模型 

5. 研究结论 

5.1. 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已成为全社会共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信息素养已成为新时代学生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信

息技术课程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主要渠道。从教师的谈话中可以发现被访教师都认同信息素养的重要

作用，且认为其是学生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的重要影响，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开设信息技术课

程。这说明在中学教育阶段系统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也为下一阶段信息技术

课程改革创造了条件[2]。尽管信息技术课程的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从整体上看信息技术课程在整

个中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较低，且仍然存在学校对信息技术课程不重视的情况，这与学校领导的对信息

技术的认识有关。在重点中学信息技术课能够得到重视，开课情况与取得的教学效果也较好，但就受重

视程度而言，大家普遍认为和其它中高考科目无法相比。在普通学校，因其不是高考科目和中考分值较

少，使得信息技术课程在学校中存在被忽视的情况。 

5.2. 各地区间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条件存在区别 

通过与一线教师的进行深入沟通后，了解到部分发达省市的优质学校已经装备了智能教学机器人、

创客空间及奥赛所需的相关设备与资源，并且同省的不同地区之间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情况也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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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能力较强的城市已经在日常教学中开展了基于新兴技术的教育教学，重视对学生信息素养等核

心素养的培育。但 H 市的大部分学校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应用软件操作教学的层面，未实现对学生的信

息素养与计算思维充分的培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之间甚至同省不同地区的信息技术课

程的教学环境与资源仍然还存着不小的差距。 

5.3. 我国中学阶段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沟通发现我国中学阶段信息技术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有待提升。存在教师数量较为充足、专业

能力较强，且信息技术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的培训和比赛等已初步形成机制。但中学阶段信息技术教师队

伍仍然存在身兼多职、专业性不高，培训机会少、教研氛围薄弱等问题，这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共同

克服。 

5.4.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不能满足现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 

尽管我国制定了《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为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基本的教学标准

与指引，但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有些课本内容过于陈旧或者设施不配套，现已无法覆盖学校现阶

段的教学，教师只能自编材料上课。由于不同地区的教学情况不同，导致学生的起点差异较大，有的学

生在初中就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有的学生却可能只是接触了简单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当下部分地区仍依据《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编写教材，而一些地区则对教材进行了教学内容

与体系结构的革新。全国各省市信息技术课程的教材内容良莠不齐，教材的优劣直接影响了信息技术课

程内容和课程发展方向从而导致信息技术课程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6. 建议 

为了促进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信息技术教学的高质量发展，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

如果还是将目标设定为计算机基础性知识的学习和一些常用软件的操作应用就显得陈旧与不合时宜。当

前需要做的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现阶段的教学现状出发，明确我国中学阶段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目

标，研发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与教材，加大对新兴教育技术教学资源的投入，同时加

大对信息技术教师有关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和教研力度，提升信息技术教师的队伍建设。此外，依据“改

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个评价”新理念[3]，采取多元化的

课程评价方式，积极给与学生学习反馈，是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需要国家、地区和学校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促进信息技术教育教学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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