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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十四五”信息化
创新课题研究

开题论证书

课题规划期 十四五

课题编号 221201100051

课题名称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课题负责人 魏梅红

联系电话 13512219952

电子信箱 wmh1231@sina.com

所在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李明庄学校

东丽区教师发展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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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课题编号 221201100051

所在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李明庄学校

开题方式 单独现场开题（） 集体联合开题（ ） 网络通讯开题（ √ ）

开题时间 2022.10

课

题

负

责

人

信

息

姓名 魏梅红 性 别 女 出 生 年 月 1983.12

学历 大本 民族 汉 职 称 一级教师

电子邮箱 wmh1231@sina.com 手机 13512219952

曾经

参与

研究

课题

课题名称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课题立项批准单位 结题时间 2023.7

是否课题负责人 是 是否研究报告执笔 是

发

表

获

奖

论

文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或颁奖单位

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

东丽区教师发展中心

有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让学生迷上语文 天津市教育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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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报告

要点：题目、背景价值、主题界定、对象选择、研究方法、程序措施、组织与保障、成员与分工、

进度与计划、预期成果等，要求具体明确、可操作，5000字左右（可加页）。

课

题

组

核

心

成

员

姓 名 单 位 名 称 专业职称 联系电话

孙蕾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3920989266

刘美琦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3802085731

董丽静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3820459206

高全悦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5922139751

张娜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8920152570

马瑞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3752473022

郑君瑷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7695871204

冯金丽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5222885073

张浩 李明庄学校 一级教师 13820565948

开

题

论

证

专

家

名

单

姓名 单 位 技术职称 电 话

孙维芳 李明庄学校 高级教师 13312191925

李凤娟 李明庄学校 高级教师 13602011842

预期

成果

研究报告、课程视频、教案集

课题

结题

时间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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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二、背景价值：

1. 信息技术提升工程 2.0的必要工作。我校作为天津市信息技术提升工程 2.0试点校，从 2021年开始整校推进，

分学校、教研组、教师三层管理，对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按照不同学习阶段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教师选定能力

点并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尝试，我们通过人人做课和“德雅杯”课堂教学大赛展示了老师们的实践成果。一段时

间后，老师们掌握了新的信息技术软件操作方法，教师信息技术的能力有了提升，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认

识也更深入。今年我们继续围绕信息技术提升工程 2.0开展工作，课题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开展不仅能进一步推

动这项工作，更能将老师们的实践成果进行总结、提升。

2. 教学实践的需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关注的课题，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能在上课前帮助

教师了解学生学情，准确设置教学起点和目标；在课堂上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多了探索的过程；在下

课后能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总结、巩固。总之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是“高效课堂”的重要环节，

在目前“双减”政策的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的辅助。另外，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

了线上线下教学随时切换的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本身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所以这个课题的研究更是切合

目前的形势。

三、主题界定

信息技术是指信息产生、加工、传递、利用的方法和技术。信息技术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包括微电子技术、

通讯技术等。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手段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整合是指一个系统内各要素的整体协

调、相互渗透，使系统各要素发挥最大效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在各学科教学中，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

达到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率的目的。若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定义为：将教学系统中

的各种教学资源和各个教学要素有机地集合起来，将教学理论、方法、技能与教学媒体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保持协调一致，并发挥系统的整体优势以产生聚集效应。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立足于学科内容，

目的在于建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整合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对待计算机，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融合

到学科课程中，就像在教学中使用黑板、粉笔一样自然流畅。

四、对象选择：信息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图书馆、书籍、网络等途径查阅课题相关的论文、书籍等相关资料，进而分析、提炼

和概括相关信息。

2.行动研究法。通过课堂实践，找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最佳策略。

3.观察法。通过观课收集实验素材。

4.案例研究法。根据已有的教育教学经验，通过对教育案例的分析研究，找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

最佳策略。

5.经验总结法。综合分析、总结收集到的素材和自己实践的经验等，得出自己的结论。

六、组织与保障

1.组织保障

一是成立“课题研究领导小组”，由学校教研室亲自督导，中层干部和相关骨干教师担任领导小组成员；

二是成立课题研究的工作班子，详细分工，责任到人；三是实行责任制，确保研究工作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

管。

2.制度保障

一是认真宣传发动。明确研究要求，让师生在研究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做出贡献。二是制订科学的工

作计划。确保课题研究规范有序地进行。三是建立奖惩机制，把研究工作纳入相关责任人年度考核内容，实行

奖惩机制。

3.经费保障

为保证本课题顺利实施，学校决定每年安排课题专项经费，用于研究职业标准、课程内容遴选、创新教材

建设、构建新型课程评价体系等。

4.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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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硬件设施较为齐全，基本满足语文教学需要。本次参与“十四五”信息技术课题研究得到校领导大力

支持。加之研究者皆是一线语文教师，同时在学校兼任管理职位，涵盖教务、德育、党务、总务多个部门。研

究过程中更能有的放矢。

七、成员与分工

孙蕾、刘美琦负责课例汇总，，董丽静负责档案整理，高全悦、张娜、马瑞、郑君瑷、冯金丽、张浩负责课题

研究。

八、进度与计划

本专题从 2022年 5月起到 2023年 7月为止，设计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2年 5月——2022年 7月）

查阅相关书籍，了解现阶段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问题，对平时的教学进行反思，通过研究文献，搜集与

课题相关的资料，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22年 8月——2023 年 6月）

1、分析我校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课题研究。

2、分析课例，深入课堂，潜心钻研，总结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效方法，学习名师在语文教学方面的一

些先进的经验，针对性的进行课题研究。

3、总结经验，探索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有效方式。

4、撰写研究论文，上传读书心得，教学案例分析，并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作细致分析。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3年 7月）

对研究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总结课题经验，完成课题研究报告。

九、预期成果：研究报告、课程视频、教案集

课题负责人签名：魏梅红

2022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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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证明课题研究队伍、研究条件、开题论证报告等内容是否属实）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2022 年 9 月 28 日

专家论证意见：

孙维芳：从课题的选题来看，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一直以

来都是我们关注的课题，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能在上课前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学情，准确设置

教学起点和目标；在课堂上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多了探索的过程；在下课后能及时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总结、巩固。总之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是“高效课堂”的重要

环节，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线上线下教学随时切换的教学模式，线上教学

本身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所以这个课题的研究更是切合目前的形势。课题的主导思想

及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李凤娟：课题研究计划全面，按时间序列进行了详细的过程设计，并对实施阶段进行了

详细的论述划分，课题成员结构合理，研究任务分工明确。建议为保证课题研究的落实，课

题组应重点关注“研究充分”的保障条件，可定期召开课题研讨会，形成例会制度，并把课

题研究和学校的教学工作联系起来，列入学校的教学工作计划。

评议专家签名：孙维芳

李凤娟

2022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