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力信息技术  助翼课堂教学 

国培计划 2014——甘肃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项目 

线下集中研修活动侧记 

                   

在“国培计划 2014”——甘肃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远程

研修项目中，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承担了酒泉、嘉峪关、张掖

三个地市共 12 个区县 14437 名中小学教师的远程研修工作。在研修

过程中，学员热情投入，辅导教师倾情辅导，教师们在远程研修中学

习，在校本实践中切磋，信息技术助翼课堂教学已经在深刻地影响和

改变着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理念。 

为增强研修活动成效，2015年 3月 31日-4月 3日，华东师范大

学开放教育学院甘肃项目组先后在张掖市临泽县城关小学、嘉峪关市

第二中学、酒泉市肃州区酒泉第二中学、酒泉市西大街小学，开展了

多种类型的线下集中研修活动。 

 

一、“信息技术应用能手经验分享交流”活动 

为能更好促进学员对于“能力提升工程”的深入了解，指导学员

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项目组以区县为单位，每个区县遴选

了 3-5位参训学员作分享交流，同时其他学员以县为单位集中，开展



 

了“信息技术应用能手经验分享交流”活动。 

分享内容包括：本人学科教学软件的使用心得、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深度融合的应用心得、信息技术应用给课堂教学带来的变化、信

息技术应用给学生学习方式带来的转变、信息技术应用给自身的专业

成长带来的促进等。 

3 月 31 日，在张掖市临泽县城关小学活动现场，临泽县参加信

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远程培训的学员代表窦玉琴、程海燕、刘成诚、

秦文渊老师分别分享了他们参加此次“能力提升项目”远程培训的心

得及在教学中的实践经验。 

  

 

窦玉琴老师以“圆梦信息化，共建快乐高效课堂”为题，分享了

信息技术应用给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带来的变化：常态化应用的国家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甘肃教师学苑、临泽教育资源云平台，

有效推进了学校研训一体机制，“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网上晒



 

课，助推了我们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和成长，促进了我们教师的专业

成长。 

窦老师在分享中提出：在学生看来，计算机和网络的大部分功能

在于娱乐，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辅助学习的优秀工具，我们需要对

学生进行引导和指导,让学生能利用手头的学习软件进行课外学习，

领略运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愉快。窦老师认为，是教学设计促进信息技

术与课程的优化整合，而不是信息技术决定教师的教学行为。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不是把信息技术仅仅作为辅助教或辅助学的工具，而

是强调要利用信息技术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  

程海燕老师以“向网络借力，助教师成长”为题，从五个方面分

享了五三小学交互式一体机与小学学科教学的整合应用案例。程老师

在发言中说：交互式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信息技术手段的大融合。

首先，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其次，利用信息技术虚拟功能，

再现情景；第三，利用信息技术，创设课堂导入情境；第四，利用信

息技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第五，利用信息技术再现情景，升华主

题。 

刘成诚老师以“让信息技术助翼英语课堂”为题，从英语课教学

相关软件的应用心得、英语课堂中技术融合的应用体会、我的英语课

堂带来的变化、给学生学习方式带来的转变、给自身的专业成长带来

的促进等五个角度分享了自己的专业成长之路。刘老师在发言中自信

地谈到，借力信息技术，我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口语水平的提高为魅

力加分；借力信息技术，更新了自己的英语知识系统，提升了保鲜度。



 

借力平台交流，开拓了学习空间，不在坐井观天。 

秦文渊老师以“学无止境，进无休止”为题，回顾自己的学习和

成长历程：从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到相关软件的系统学习，每一次

的进步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秦老师结合自身实践，和学员们分享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学习信

息技术知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技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教育教

学工作，如果学到了自己又不用，或只图好玩研究一些对自己专业发

展无用的东西哪还有什么意义？要肯学习，肯研究，善于利用发现和

利用软件、硬件的每一个功能，它一定会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教育教

学工作的。例如，Flash课件有着非常强的交互性和更大的设计自由

度，而且能够制作出许多叹为观止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老师已经把

flash课件作为上公开课、优质课、比武课的首选工具。 Flash课件

也已经成为衡量课堂信息技术手段应用的重要依据。近几年来来我制

作的 flash课件多次在国家、省、市、县多媒体教育软件大赛中获奖。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就是坚持学习和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           

4月 3日，在酒泉市肃州区西大街小学活动现场，学员代表刘

晓琴和张振威老师结合微课程的设计与制作实践，展示了信息技术

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分享了信息技术给自己的课堂教学带来的变

化。 

刘晓琴老师以“小微课，大智慧“为题，展示了微课在自己的

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案例：将时间长一点的微课和配套的自主学习任

务单存放到云盘上，将时间短的微课和配套的自主学习任务单通过



 

建立的班级微信群，发到家长的手机上，学生通过自学习任务单的

引导，下载观看微课视频完成相关知识的学习。 

张振威老师“我与微课共成长”为题，分享了第一次制作微课

过程中的困惑、收获和微课对自己课堂教学的启发意义。 

 

    项目组在张掖临泽县、酒泉肃州区等区县开展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手经验分享与交流活动，参会人数总计达到了 400余人。通过分

享活动，既展示了学员们网络研修和校本实践的成果，更为广大学

员搭建了一个分享、交流、互动学习的平台，让学员们对技术改变

教学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二、“微课程设计与制作专题讲座”活动 

为提高参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远程培训成果的转化，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甘肃项目组组织了专家下校开展微课程

设计与制作专题讲座活动。讲座的主题包括：微课程的设计及媒体选

择策略；基于 PPT 的微课程设计与制作及多媒体资源的获取与处理；

基于录屏的微课程设计与制作；微课竞赛的组织、微课程设计实践操

作 。 

项目组先后在张掖临泽县城关小学、嘉峪关第二中学、酒泉市西



 

大街小学开展了基于 PPT的微课程设计与制作的专题讲座活动。参会

老师总计 400余人。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教师培训部吴昭老师为参训学员作

了微课程设计与制作的专题讲座。同时，和学员们分享了日常教学中

常用到的教学小软件和资源网站。 

 

参训教师们课后感言：这种基于技术主题的集中培训，实用，解

渴，它如一场及时雨浇灌着我，滋润了我…… 

除了开展技术专题的集中研修讲座，华东师范大学远程网络研修

平台同时开展了微课程设计与制作比赛，为中小学教师搭建了一个应

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学的展示与交流平台，旨在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三、“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课堂展示”活动 

为能更好促进学员对于“能力提升工程”的深入了解，指导学员

将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应用到学科教学中，项目组以区县为单位，学员

分学科集中，开展了“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课堂展示”活动。通过网

络集体备课、现场课堂展示、区县教研员评课、专家讲座与学员交流

等活动进一步促进所学知识的深化和迁移，强化学习成果的应用。 

课堂展示活动采取以县、区为单位，县区统筹、覆盖全县的方式，

所辖县区相关学科参训学员集中到县（区）某中学（小学）参加集中

研修活动的形式开展。 

3 月 31 日，在张掖市临泽县城关小学活动现场，参训学员城关

小学宋雪春老师、五三小学的郭玉红老师老师开展了同课异构活动，



 

她们展示的课堂是二年级下册的《远行靠什么》。 

 

来自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刘慧琴老师从信息技术和学

科融合的角度点评了两位老师的课，并以“深度学习视角下的技术与

学科整合”为切入点，做了精彩的专题讲座。 

 

4月 2日，嘉峪关市第二中学活动现场， 活动以“课堂展示、专

家点评、专题讲座” 形式展开。来自嘉峪关市二中的易煦阳和市四中

的孙晓锐两位老师经过精心准备、认真打磨，就《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进行了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她们展现出各具特色的教学风格，突出了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给同仁们带来了两节精彩纷呈的课堂，博得了同

行老师的好评。 



 

 

课后，甘肃省特级教师田加曼、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数学教

研员、浦东新区数学学科带头人韩建宏两位专家就两节课进行了精彩

而专业的点评，并为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答疑解

惑。 

 

随后，韩建宏老师进行了题为“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初中数学教学”

的专题讲座。韩老师从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的数学教学手段的挑战，

如何应对挑战，积极促进信息技术教育与数学学科的优化整合等方面

为老师们做了详细讲解，给老师们极大的启迪。 



 

 

为实现优质教学、教研资源的共享，深化网络研修学习实效，为

校际学科交流和联盟校区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搭建更广泛的平台，在

项目组和嘉峪关市教育局教研室的精心组织下，此次在嘉峪关二中开

展的线下研修活动，也是嘉峪关市初中数学学科“高效课堂”主题的

一次集体教研活动。市教研室负责人、各学校及联盟校主管教学领导

以及全市初中数学教师 300余人次参加了本次教研活动。这种线上网

络研修，线下开展区域校本实践的形式在当地已经成为培训常态，有

力地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升。 

本次线下集中研修的各项活动，项目组同步录制了视频，视频将

放在华东师大远程网络研修平台上，供未能参加现场活动的学员学习

观看、研讨交流和分享心得。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甘肃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组 

2015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