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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核心素养下信息技术与中学理综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幸燕梅 性别 女 职务 无

办公电话 无 手机 15902212143 职称 中级

工作单位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校 任教学科 初中化学

通讯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

凭澜苑 17 号楼 504
电子邮箱 xym3112@163.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顾晗颖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助理级
教学实施、成果梳理

及论文撰写

郑丽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无
教学实施、成果梳理

及论文撰写

白俊霞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中级
教学实施、案例资料

的整理与汇总

杨悦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无
教学实施、案例资料

的整理与汇总

孙海洋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无
教学实施、案例资料

的整理与汇总

冯志桃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中级
教学实施、研究报告

的撰写

陈晓琴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中级
论文检索、研究相关

综述、调查反馈

李鹏通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无
论文检索、研究相关

综述、调查反馈

王明凯 天津市东丽湖未来学 无
论文检索、研究相关

综述、调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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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 字内）

一、选题意义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开展终身数字教育”，并从基础设施、数字资源、

教学变革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十四五”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信息化大环境的趋势

下，大批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走进校园，“粉笔+黑板”转变为智能黑板，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具有沉

浸式和体验感。希沃白板、NOBOOK（后面简称“NB”）实验模拟软件等作为信息技术的一大发展产物，

慢慢地普及到每个教室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教学资源，比如乐乐学堂学科教学视频、Xmind 思

维导图绘制软件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辅助教学，增加课堂资源的丰富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有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研究现状

英国是最早提出“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国家，其教育信息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重视资源建设，提供丰富的网络信息；二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可以在网上进行学习交流和分享；

三是改变教学和管理模式。

澳大利亚教学整合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实施；二是远程学习研究下降，

而其他技术增加；三是网络学习迅速发展阶段。他们特别注重对教师的信息素养的培养，同时关注信

息技术使用后的效果研究。

由此可见，虽然每个国家在教育教学中融合信息技术的内容和方式不大相同,但每个国家都意识到

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融合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将融合付诸于实践中。

（二）国内有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研究现状

2004 年之后，电子白板引进课堂，现如今又逐渐被智能黑板所替代。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新

型的教学模式相继出现，学生得到了更优质的教育。但在引入信息技术之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

如：某些课堂只是单纯地用电子产品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某些技术吸引而忽略了重点内容……因

此，如何使信息技术与教学进行有效融合，又成为了新的挑战。本组所在的学校，2020 年就开展了关

于希沃白板应用的培训，引入了智能黑板，不能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都应用希沃白板和智能黑板教学，

并体会到信息技术给教学带来的便利。

本组在“中国知网”上以“NOBOOK”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査找出 53 篇文章，2020 年 8 篇，2021

年 16 篇，2022 年 14 篇。可见在疫情这个大环境下，人们开始关注信息技术、线上线下资源结合的

教学形式。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主动地建构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技术

手段具有丰富的教学素材及资源，能够满足教师多样化的教学设计，通过创设和呈现丰富有趣的教学

情境，开展不同形式的学习活动，从而实现学习者的主动构建和有效教学。

（二）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就是加强“刺激——反应”之间的联结，注重强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要提供针对性的刺激，以便引起学生具体的反应，而且这种刺激越强，学生反应也就越强。我们都知

道信息技术的应用，尤其是仿真模拟方面，能够利用多种感官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功能强大

的学科工具可以辅助学生的探究活动，助力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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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智能理论

美国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智

能优势和弱势选择最适合学生个体的教学方法，也就是做到“因材施教”。网络资源的应用，能够提

供更多的选择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与需求。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

何克抗教授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中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是指在各

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进来，获得信息化教学环境，教师“教”的主导作用和学生

“学”的主体地位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积极构建以“自主、协作、探究”为特征的新型教学模式。

教师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努力创造一个“主导与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五、研究对象

本课题重点研究希沃白板、NB 虚拟实验软件、网络教学资源和电子信息处理技术在中学生物、物

理、化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打造高效、体验感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提高课堂效率和教

学质量。

六、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对文献进行综合检索并加以筛选、整合和研究，最后对事实或者问题有科学的认识。本组主要采

用文献检索法和文献分析法。本研究分析了关于信息技术与中学生物、物理、化学教学融合的文献以

及多个不同内容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践的案例，为本组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在实践中从“实验探究”“理论学习”“复习课”为案例，分析如何应用信息技术进行辅

助教学，取得的效果等作为本研究的部分结论。

（三） 行动研究法

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结合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教学实践中应用理论和

方法，并反思所得成效。本组在日常教学中投入到信息技术手段与教学的融合，最后根据学生和教师

反馈的结果以及实际教学效果不断调整教学，深入研究。

（四）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以应用信息技术手段融合教学为主题，分别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当前教师

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在该环境下学习的感受和效果等情况，针对调查

结果做出分析，作为本研究的部分结论。

七、研究目标和内容

本研究先从教学上应用希沃白板、NB 等信息技术教学的现状入手，通过阅读文献，与 NB 公司工

作人员进行访谈等方法寻找合适的课程设计思路，应用希沃白板、NB、网络教学资源等信息技术与中

学生物、物理、化学课程进行融合实践教学，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综合评价。

最后整理教研结果和课程资源，撰写研究报告、发表论文，整合教学案例集、教案集和视频集。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信息技术在生物、物理、化学课堂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调查和分析；

2、信息技术对教师备课的支持与辅助；

3、互联网教学软件协助开展课堂活动；

4、信息技术对学生课后作业多样性设计和反馈的支持；

5、信息技术对学生线上线下学习方式多样性的支持。

八、实施步骤

1、准备阶段（2023.4-2023.6）

调查统计课题组成员教学中掌握的信息技术技能，定向培训课题组成员，掌握相关理论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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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对课题提出的背景，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全面深入地论证。

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初步了解信息技术在中学理综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学生

对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坦度和看法。

2、实践阶段（2023.7-2024.6）

课题组成员根据学科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生特点，实践信息技术在真实课堂教学和课

后任务上的运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3、复盘阶段（2024.7-2024.8）

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来收集信息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效果，并根据反馈结果

进行改进和修正，完成课题成果资料的整理，撰写中期报告，准备发表论文撰写。

4、再实践阶段（2024.9-2025.1）

根据优化后的教学方案进行实施，并将成功案例在本校甚至区里推广，撰写论文并发表。

5、结题总结阶段（2025.2-2025.4）

整理所有课题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做好结题的申请准备工作，申请结题验收和研究成果的鉴

定。



55

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 字内）
一、参考文献

[1]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有效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胜读融合[M].二版.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
[2]王琦.初中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初探[J].教育教学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八), 2022, 149-152.
[3]沙琦波,陈心怡."核心素养导向下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的融合探索——以“物体的内能”为例."
物理教师 43.03(2022):40-43.
[4]张凤.核心素养背景下信息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M].2022.延安大学.
[5]张琦,张艳秋."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中学化学课堂——以“‘捕捉’二氧化碳”教学为例"[J].中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S1(2022):78-80.
[6]肖程文,刘玲莉."基于信息技术融合的生物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以“酶的作用和本质”一课为

例"[J].实验教学与仪器.39.10(2022):48-49.
[7]吕盈莹."核心素养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化学教学深度融合的途径." 广西教育 No.1232.08(2022):79-81.
二、主要参加者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本课题组共 10人，高学历、高研究能力的团队，研究生占比为 80%。3位老师参与过区级课例

分享和区级教研专题分享，有 3人发表论文，有 1人参与过天津市教育学会“十四五”课题，正在

进行中，课题编号为 KT-[十四五]-010-ZD-2014。
课题组教师所有人都有 NOBOOK软件账号，并应用于教学中，部分教师使用希沃白板软件，其

中冯志桃老师在东丽区化学教研组分享公开课《能量守恒定律》重点介绍 NOBOOK软件在教学过程

的运用。顾晗颖、冯志桃、杨悦、孙海洋老师也向 NOBOOK公司提供了课堂中运用 NOBOOK软件

的教学案例。

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希沃白板软件免费使用，本校已和 NOBOOK公司签订使用合约，并成为此软件的实验校，提供

教学实例，于今年授予我校“NOBOOK虚拟实验信息化教学工具应用创新示范校”铜牌。除此之外，

需要一定的经费，预计 3000元，用于软件账号的开通、论文等文本资料的下载和购买，以及教学工

具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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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3.4-2023.6 论文检索综述 B
陈晓琴、李鹏

通、王明凯

2 2023.7-2024.6 课堂实践案例资料库 E 杨悦、孙海洋

3 2024.7-2025.1 课堂实践成果论文 B 郑丽、冯志桃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5.4 教学案例实施研究报告 C
幸燕梅、顾晗

颖

2 2025.3 教学实施案例资料 E
白俊霞、冯志

桃、郑丽

3、 2025.3 论文 B 杨悦、孙海洋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