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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信息技术为教师发展赋能的实践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莫迅增 性别 男 职务 副校长 

办公电话 24355809 手机 15902279386 职称 高级教师 

工作单位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任教学科 英语 

通讯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逢春道 2

号 电子邮箱 1184716909@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王秀珍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课题布置与实施 

刘伟龙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二级教师 论文撰写 

回庆瑞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教务主任 
推进课题开展 

高从艳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高级教师 

教务主任 
推进课题开展 

李洵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高级教师 

电教主任 
信息技术支持 

白华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论文撰写 

王燕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问卷分析 

张艳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教学案例积累 

张典静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高级教师 调查问卷的设计 

赵秀玲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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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郑萍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王秀双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蒋淑琴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高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刘岩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芦和玮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刘洪婷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宋金娥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高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史川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范玉玺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刘玉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

学案例积累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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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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意义 

现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象征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风暴正以急骤狂猛

的气势扑面而来，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持续交融势必激发教育体系本身进行必要的革新。与

时偕行的社会也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自身不仅需要具备博古通今的知识素养也要

紧随时代潮流，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更新教育理念与方法。《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教师教育必须加快信息化程度，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为全面

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和学校信息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们更加感受到，当前不仅需

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更迫切需要更新广大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模式，需要

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高效教学，高效学习，这是当今世界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大趋

势，也是当前我国学校改革发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建设。因此，从推进新课改和信息

时代的要求出发，利用信息技术为教师的发展赋能，积极开展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师发展提

升的研究，是实现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 

教育信息化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教育改革呼唤中小学教师要主动掌握信息

技术，将信息技术与教师发展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赋能教师专业发展， 为教育现代化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必将成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国内多为专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对教师专业发展相关问题进行

了全景式的探索和研究。此外，还有很多研究基于教育教学实践，指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

内涵、路径，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体系等等，通过大量的案

例分析和理性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师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国内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信息技术方面的主要与学科融合的研究成果居多，也

涉及很多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现状调查等。 

（二）国内将信息技术与教师发展相结合的研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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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研究文献中涉及信息技术与教师发展的内容很少，现有的成果也主要与信息

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有关。当前有两位专家进行了相关研究： 

马秀麟著的《信息化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将从信息化时代教师专业化的内涵(知识

结构)入手，结合习关于“四有好老师”的要求，探索信息化时代教师的养成策略及其核心

素养。从教学理论知识构建、学习资源获取能力培养、学习支持系统建设、师生交往能力

提升、教研能力发展共 5 个方面展开并详细地阐述。 

王凯丽著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师发展》从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发展理念取向、信

息技术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沿革、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职前职后培养机制、新技术赋

能教师发展、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方面入手，介绍信息技术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但

是还没有从教育教学实践出发去印证其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另外，信息技术发展是动态发

展的，而且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涉及信息技术助力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要与时俱进，

否则就滞后了。因此说，本课题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实践层面出发，探讨信息技术

助力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一）教师能力模型理论 

对于胜任能力素质理论模型主要有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 

如图所示，麦克利兰于 1973 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素质冰山模型，冰山模型主张的

能力素质主要有五种类型， 即知识、技能、自我概念、动机、特质。 

 

 

 

 

 

 

 

 

美国学者 R.博亚特兹(Richard Boyatzis)对麦克利兰的素质理论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

研究，提出了“素质洋葱模型”，展示了素质构成的核心要素，素质洋葱模型中的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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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由内至外分别是动机、个性、自我形象与价值观、社会角色、态度、知识、技能等。

在素质洋葱模型中，它所描述的胜任能力特征是由表层到里层的层层深入。其中，知识、

技能等外层要素易于培养和评价，而个性和动机等内层要素则难以评价与后天习得，该模

型如图所示。 

 

 

 

 

 

 

 

 

 

朱旭东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模型。如图所示，强调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为教会学

生学习的能力、育人能力和服务能力；发展的层次由前经验主体、经验主体、认识主体、

价值主体、审美主体层层递进；随之教师的精神、能力与知识不断完善与发展。 

 

(二)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

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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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把“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

作为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建构主义理论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中起到了基石

的作用，教师需要在自身原有知识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培训吸收新知识新理念，并

对已有旧知识进行整合重组，重新建构新的更全面的知识能力体系。 

（三）自我实现理论  

自我实现理论是马斯洛提出的关于健康的、理想的人格以及人的理想状态与终极目标

的理论。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自我实现、彰显人存在的价值。在马斯洛看来，必

须要经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潜能，才能最终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者有具备超越性

的体验，同时拥有包容性与接受性、超然独立的个性、丰富的创造力等主要的人格特征。

自我实现的人内在有一种自我成长的动力，指向人格的统一与完善，并坚持向美好的价值

前进。 

四、研究假设 

    借助信息技术，教师的观念和教学手段更能跟上时代发展，教师的专业能力获得提高，

尤其是“教”的能力；借助信息技术，教师获取资源的途径更加丰富，教师自主发展的能

力得以提高。 

五、核心概念界定 

信息技术 

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定义，因其使用的目的、范围、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本课题

采用狭义的定义，即信息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硬件设备及软件工

具与科学方法，对文图声像各种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存储、传输与使用的技术之和。 

教师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指教

师的专业成长过程，发展主体是教师。第二种理解是指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强调了

外界环境的作用。第三种理解包含以上两种，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既是一个教师自身内在专

业知识结构不断更新与丰富的过程，又是一种旨在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而创造尊重、理解、

支持、积极环境的过程。霍伊尔(Hoyle, E .)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指在教学职业生涯的每

一阶段，教师有效的掌握专业实践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的过程”。  

我国主要采取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从宏观

角度来考量，是指使教师职业作为一个专业，其专业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里强调教

https://baike.so.com/doc/2406626-25444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04703-6918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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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类职业必须具备自己特殊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特定的培养与管理制度。从微观角

度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捷的观点，她认为，从个人的角

度出发，教师专业发展就是教师个体在职前、入职及在职的每一个阶段不断成长、不断进

步的过程。 

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发展不是教师能力的发展，而是基于认知情景理论的教师实践智慧

的发展，它强调教师自身的课堂教学经验以及对于经验的不断反思，以及学校同事间的合

作与交流。本课题所指“教师发展”是指在职教师不断丰盈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专业智慧，提升职业幸福的过程。 

六、研究对象 

本课题以我校教师素养实际为出发点，以信息技术与教师发展为研究对象，着力于信

息技术对教师发展的促进方式的研究，深入探究信息技术促进教师发展的路径。如：信息

技术与教师培训相结合、信息技术与教师管理相结合、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信息

技术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等。 

七、研究方法 

（一）调查研究法： 

    本课题以我校教师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问卷与访谈，了解教师当前专业发展存在的

困境以及信息技术素养情况。 

（二）文献研究法： 

本课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文献资料，及时掌握最新研究成果，探索课题研

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 

（三）个案分析法 

本课题拟采用重点抽样和个案调查相结合的办法调查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影响教育信息化健康、稳步、持续快速、和谐发展的因素及其关系。 

（四）经验总结法 

对课题研究过程中产生良好效果的经验、方法和做法进行分析判断、梳理总结。将好

的经验和方法提炼，并使之上升到教育理论的高度，以便更好地指导新的课题研究活动。 

八、研究目标 

本课题主要是从我校的实际出发将教师的发展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使信息技术为教

师的发展赋能，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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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促进教师培训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师培训信息化程度，使教师

培训更加合理、高效，使教师真正获得专业技能的提高。 

（二）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促进教师管理的变革，提高教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使教师减负的同时能高效的进行日常繁琐的工作。 

（三）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促进课堂教学信息化，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信息化能力，使教

师能很好的利用信息技术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信息化课堂”，即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课堂。 

（四）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促进教师评价的信息化，使教师评价更公平合理高效，开创“利

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师评价”的评价模式和策略。 

九、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教师需要掌握信息技术中的关键能力点，通过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的关键能力，

助力教师在培训、自主学习、课堂教学等的水平。 

（二）运用信息技术，实施教学改革，促进教师发展。实施钢中云平台建设，进行钢中教

学电子化改革，推行电子教案、实施当堂检测反馈电子练习。提升学校校本教研水平、促

进教师间的交流合作和教案水平的可持续完善和提高，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教学资源和课程

资源的储存、交流、完善、共享的目标。 

（三）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信息化能力，构建“信息化自主课堂”，即教

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课堂。具体讲：在备课阶段，

能利用信息技术丰富备课素材；在课堂教学阶段，能借助信息技术，创设多元化情境，构

建“信息化自主课堂”，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从而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意义；在巩

固阶段，能运用信息技术，创设开放、创新性作业，促进学生主动反思、巩固，提高学生

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利用信息技术，使教师评价更公平合理高效，开创“信息化”

的教师评价模式和策略。 

（四）运用信息技术，转变教师培训方式，提高教师培训的效率。 

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教育信息化 2.0，拓展培训形式，构建线上学习共同体，构

筑具有时代特征的“人人、时时、处处”的学习环境，带动全体教师的专业及信息化水平

的快速提高。 

（五）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师信息化管理的水平，提高工作效率。 

 1）教学管理：使教务日常管理信息化水平：建立班级信息数据库，学校各部门可登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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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相关信息，减轻班主任工作量。 

2）班级管理：提升班级管理信息化的水平，建立学生考勤动态监测、教材管理、选课走

班等数据库。 

十、课题实施步骤 

 (一)申报与准备阶段：2021 年 12 月——2022 年 5 月 

1.成立领导小组，确定课题组成员；确定实验课题，论证并申报实验课题，制定

实施方案；学校对参加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理论培训。 

2.阶段成果形式 ： 

（1）《课题研究申请书》； 

（2）《课题开题报告》、《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二）实施阶段：2022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 

1.认真研究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具体的研究目标、方法； 

2.通过专题讲座、集体备课、研讨课，听课、评课等形式开展教研活动，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 

3.举办优秀课件、论文、教学案例评选等活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4.依托“三通两平台”和“一师一优课”平台建立校园课题实践体系，及时总结

好的做法与经验，在初、高中共同体内交流推广，形成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教学方法和应用

模式。 

5.阶段成果形式： 

（1）教师、学生信息技术水平问卷调查集； 

（2）学校备授课资源库； 

（3）阶段性总结材料； 

（4）撰写相关研究论文； 

（5）教学开放周活动材料及优秀课例展示 

（三）总结阶段：2024 年 2 月——2024 年 4 月 

    撰写结题报告，准备结题工作；进行课题实验总结 ，申请对实验成果的验收。 

1.经验交流。 

2.总结汇报。 

3.撰写研究论文，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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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受评估鉴定。 

5.上报研究成果。 

6.阶段成果形式： 

（1）《课题研究实验报告》（结题报告）； 

（2）《课题研究教学案例选萃》； 

（3）《信息技术为教师发展赋能的实践研究》研究报告（主件）、《课题研究论文汇编》

（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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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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2.论文《基于核心素养的英语单元整体教学探索》发表于《教育进展》 

3.论文《英语整体性语篇阅读教学探析》发表于《创新教育研究》 

4.论文《例谈在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的培养》发表于《教育教学论坛》 

5.已经结题中央电教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课题--《人工智能支撑

下利用错题本实现精准教学和个性化学习的实践研究》 

6.已结题区级课题《高中生涯规划教育行动研究》 

二、 主要参考文献 

［1］朱旭东． 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模型建构［J］． 教育研究，2014( 6) ． 

［2］吴军． 智能时代［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 

［3］杨宗凯，吴砥，陈敏． 新兴技术助力教育生态重构［J］． 中国电化

教育，2019( 2) ． 

［4］陆石彦．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再造［J］． 江苏 

高教，2020( 6) ． 

［5］田莉． 教师赋权增能视野下的学校改进: 内涵及策略［J］． 教育理

论与实践，2014( 11) ． 

［6］曹如军．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育培养目标: 坚守与变革［J］． 高教



 

 

 12 12 

探索，2021( 1) ． 

［7］冯大鸣，刘胜男． 指向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学校领导变革

［J］． 中国教育学刊，2020( 10) ． 

［8］吕恺悦，孙众．“人工智能+ 教师教育”的现状、动态与问题［J］． 现

代教育技术，2019( 11) ． 

［9］操太圣，卢乃桂． 教师赋权增能: 内涵、意义与策略［J］． 课程·教

材·教法，2006( 10) ． 

［10］顾小清，舒杭，白雪梅． 智能时代的教师工具: 唤醒学习设计工具

的数据智能［J］． 开放教育研究， 2018( 5) ． 

三、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课题组成员分别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学院等高校，其中有两位

老师初始学历为硕士研究生，所有参研人员都独自主持过课题，有学术研究

成果，所有成员都有各类市、区级获奖论文和发表出版论文，研究经验丰富

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背景。 

课题主要参与者均为区、校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业绩突出。

课题组成员年龄都在三四十岁，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正是有干劲的阶段。在

职称方面，我们科研团队兼收高级、中级和初级教师，是一个有活力的科研

团队。 

四、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在研究时间上，课题组计划用两年时间进行研究，在教学之余学校也给

予了老师们充足的时间进行课题研究；同时，我校有专门的课题管理办法来

督促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从而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聘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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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担任课题组的顾问，定期选派成员外出培训，组织课题组成员积极参加校

际间的交流。我课题组电教老师能够使课题研究得到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最

后，学校每年有专项拨款用于培训、外出学习等，这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必

备的物质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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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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22.9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教师信息素养调查报

告 
调查报告 

刘伟龙、高从

艳 

2 2022.9—2023.7 云阅读资料集 资料集 王秀珍、白华 

3 2022.9—2023.7 信息技术助力教学优秀案例 课例 李洵、张典静 

4 2023.2—2023.6 “云享”阅读助力教师发展 论文 
王秀珍、回庆

瑞 

5 2023.9—2024.3 信息技术赋能教师发展 论文 刘伟龙、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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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023

.7 
信息技术助力教学优秀案例 课例 刘伟龙、刘玉 

2 
2023.2—2023

.6 
“云享”阅读助力教师发展 论文 

王秀珍、回庆

瑞 

3 
2023.9—2024

.3 
信息技术赋能教师发展 论文 刘伟龙、白华 

4 
2024.3—2.24

.4 

《信息技术为教师发展赋能的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莫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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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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