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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作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为教师教学手段的更新迎来了新的挑战。信息化教学的改革为新时代职业教育的

发展更新了教学观念，创新了教学方式，为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过程中，通过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经验，教师对于教学信息化的应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也促进学校对信息技术的接受

和推广，推动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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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tudents ushered in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pdating 

of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The reform of informatized teaching has updated the teaching concep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novat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ed talen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new teaching model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information teaching competition, 

teachers' ability to apply teaching inform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le also promoting the school's 

acceptance and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re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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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时代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和格局，高职教育信息

化教学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高职教师教育信息化能力

的提升符合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教育部制定的《教育

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高等教育信息化由“1.0”向“2.0”

过渡，我国“教育信息化1.0”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融合应用，而“教育信息化2.0”重点在于实现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2010年教育部举办了全国职

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2012年高等职业院校开始参赛。大

赛对于推动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拉动

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提高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素

养，促进了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广泛应用。 

1 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目前的现状 

1.1教师信息化教学手段的意识不足 

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更多的倾向于只借用PPT讲解

课本知识。调研结果显示，大家广泛认可通过信息化手段可

以将课堂的讲授过程变得更生动有趣，但对其提高课堂效率

和减轻教师教学负担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是把课

堂效果变得“更炫”，对提高教学质量意义不大。 

从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比赛目的可以看出，

信息化教学的内涵在于教师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

和信息化教学环境，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但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第一印象

就是要有“高大上”的软硬件支持。 

1.2教师开发信息化资源工作量大，缺乏系统的信息化

教学培训与激励体系 

教师教学任务重，科研任务多，生活负担重是当前大部

分高职院校教师的真实写照，接受信息化教学进行教学改革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对于教学工作量较大的教

师，将自己的多门课程全部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产生

大量的工作，短期内不易实施。 

近些年，各级信息化教学大赛的举办为信息化的普及营

造了氛围。但实际上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了拿奖而比赛的

现象仍比较普遍，信息化还没有真正深入到教师的教学常态

当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制度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

系，缺乏完备的信息化教学培训机制、监督机制、激励奖励

机制。 

2 提升途径与对策 

2.1转变思想，更新教学模式 

为转变教师依旧沿袭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支撑的传统教

学模式，需要摒弃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因

此，树立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学理念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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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首要任务，在教改培训中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信息化

教学理念。 

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而且大赛的评委强调要注重教学设

计的针对对象，设计必须做到与学生已学知识以及教材衔

接。所以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在实验与实训课中，着重培

养具有操作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建构主义强调情境性教学，

强调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倡在教学中采用任务驱

动法，以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来解决情境性问题，使教学过

程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挂钩，透过真正的实践来获取知识，

以此建构起能灵活迁移的知识经验。 

2.2循序渐进，优先解决课程重点难点 

在信息化改革的进程中，全面实施信息化教学应循序渐

进，不能一蹴而就。建议教师可以从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着手，寻求借助信息化手段进行解决。同时，学生对于重

难点问题的掌握程度也最为迫切，并且重难点问题的解决，

对教学效果的提升较为明显，可以极大的增强教师信息化教

学的信心和意愿。 

2.3健全培训体系与激励机制 

现阶段针对职教教师进行的信息化教学培训仍旧以面

授为主，在“互联网 + ”以及“教育信息化 2.0 ”的时代

背景下，有必要强调基于互联网的大资源观，使职业教育适

应云计算时代的全新信息化体系，推动职业院校教师教学模

式的转变。 

学校应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政策充分调动教

师信息化教学改革的积极性。第一，信息化教学能力可以作

为专任教师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并在职称评定政策上有所

倾斜，应重点考察教改的效果；第二，鼓励教师参加信息化

教学大赛，并对获奖教师给予适度的奖励。参赛的过程即提

高的过程，尤其对于青年教师来说，现场经过专家的点评，

对于自身的提升很大。 

2.4着力打造信息化教学团队，实现信息化教学规模成

效的递增 

信息化教学是教学理论、艺术、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

物，教师若采用传统教学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方式是难

以适应信息化教学需要的。要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建立高效、互补、配合的信息化教学团队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我们应组建结构合理的信息化教学团队，通过在个

人学习的基础上重视集体学习，教学团队定期开展学术交

流和思想交流，实现团队内信息的共享和互通，激发团队

乃至整个部门的生机活力，进而推动个体和团队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整体提高。 

3 结语 

信息化教学是科学、合理、充分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来辅

助教学，以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教师通过信息化手段教

学，实现了将传统的课堂教学转变为“课前导学、课上助学、

课后强化”的动态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提升教

学效率；可以将枯燥、难理解的知识点通过图片、视频动画

等辅助手段展现出来，降低学生的理解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可以将课堂的教学效果通过信息平台反馈回来，教师

利用反馈信息分析问题知识点的分布和原因，便于对学生进

行重点辅导，实现差异化教学。借用信息化手段辅助教学，

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引导作用，使

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热情、获取知识的效率、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方面都有所提高。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发

展”，在教学技能竞赛中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推动职业院

校的信息化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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