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丽区“十四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期报告 

课题名称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效整合的研究 批准号 221201100016 
课题负责人 刘扬 所在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刘台小学 
中期报告要点（研究工作主要进展、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可预期成果等，可加页） 

一、研究工作主要进展 

（一）课题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高质量完成 

1、完善了软硬件设施 

我校已经建成校园网络，并逐年完善。现有网络教室 30 个，网线均接入各班级。

2、组织了求实的教科研队伍 

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均为我校各个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具有较好的理论修养有

较为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日常教学中敢于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同时课题组人员担任

不同学科的教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建立有效的教科研机制 

学校领导对教科研工作一贯全力支持，在教科研的组织管理、资金投入、考核奖

励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为课题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

在进行课题实验研究之初，我们健全了课题领导组织和队伍网络，制订了课题实验方

案和总体计划，不断地听取与研究第一线实验老师的意见。对计划加以修订和补充，

使计划更符合校情，更符合规律。 

4、问卷调查，提前了解情况 

问卷调查分为教师篇和学生篇。 

（1）教师篇：信息技术在教与学中的应用调查问卷。 

教师问卷收有效问卷 55 份，61.82%的教师年龄在 40 岁以上，60%的教师教龄在

20 年以上。 

有 36.36%的教师每天使用电脑的时间在两个小时以上，有 60%的教师对信息技术

比较了解，70.91%的教师是在入职后专门培训获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80%的教师参

加过多次信息技术应用培训，80%的教师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较满意、需要继

续提高，36.36%的教师的备课资料从教辅获得，96.36%的教师因为教学需要使用信息

技术进行教学。100%的教师认为与使用传统教学相比，使用信息技术可以改变教学方

式。67.27%的教师认为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应用好的信息技术的关键环节。

70.91%的教师能很熟练并独立浏览网页、利用网络下载或上传教学资源。50.91%的教

师经常利用网络上传教学资源，61.82%的教师经常利用网络下载教学资源。90.91%的

教师利用网络下载教学资源后根据需要自己编辑完善后使用。 

教师能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和一些办公软件、录屏软件，能用 PPT 软件制作课件，

但是懂得图片处理软件和转换软件的教师稍微少一些。 

 



 

81.82%的教师在课堂上常用 PPT 课件辅助教学，89.09%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信

息技术主要用于多媒体辅助教学。 

大部分教师认为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研究时，缺少有用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 

 

90.91%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对学科教学有很大的帮助。83.64%的教师信息技术与

课程整合就是营造新型教学环境，创新教学手段，改变教与学的方式。 

大部分教师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最担心没有好的理论指导，整合的

层次不高和没有足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54.55%的教师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认为自己的困难在于自己的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不高。 

通过对教师的调查，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我校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和资源应用

的现状及相关情况，并收集到了与课题研究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为课题的成果做好了

最基础的准备。 

①我校教师能够正确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巨大教学潜力与优势，并充分理解小学进

行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②教师的信息技能停留在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办公软件的使用阶段，深度和广度

有待挖掘 

③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教学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2）学生篇：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效整合的研究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我们选择了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所有学生，学生问卷收有效问卷 199 份，

男生 102 人，女生 97 人。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家中有电脑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的 71.86%，能上网的占

96.98%，有 23.62%的学生使用电脑时间在 2 年以下，64.32%的学生使用时间在 1 年以

上。 

学生获得有用信息的途径很多，其中 86.93%的学生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学生表

示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技能 55.78%来自学校课堂学习，73.87%的学生对计算机会操作但

不熟练，71.36%的学生会在网上搜集资料，但不熟练，大部分学生愿意深入学习信息

技术。 

74.87%的学生表示老师在课堂上常用多媒体工具是实物投影和播放课件，大部分

学生喜欢老师应用多媒体工具辅助教学，尤其喜欢老师使用课件，因为这样可以使课

堂图形并茂，清晰明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授课效率，启发学生思维。但

大部分学生表示多媒体运用时间若过长，师生交流会受影响。48.74%的学生认为音频

和图片对课堂学习帮助大，73.87%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中使用多媒体手段要根据教学内

容适当使用，而且只要合适，新授课和复习课都可使用，并且对学科教学帮助很大。 

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激发学习兴趣的作用体现最明显，

但课堂中会存在内容太多，演示过快，来不及思考和吸收，生搬硬套信息技术使用，

不能达到教学目标的问题。部分老师会多数在公开课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科整合，并

且不论中青年教师都会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了解和对教师应用

信息技术的一些看法，并收集到了与课题研究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为课题的成果做好

了最基础的准备。 

①我校学生大部分能会一些信息技术的操作，并能在学习过程学习有关的信息技

术知识。 

②学生对课堂中的信息技术使用是表示赞同，并且切实感受到多媒体手段的使用

能在教学中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③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时还需要注意修正一些问题，以便更好的让多媒体

手段为课堂教学服务。 

(二)精心开展课题研究 

1、在校领导的关怀与指导下，课题组工作是非常规范，课题组成员定期开展不同形式

的学科研讨活动，内容落实。定期开展教互研工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在校领导的安

排下，多次参加培训和学习，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2、信息技术教学中结合教学设计理论和实践。从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方面进

行评价。 

3、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课题组成员先后上公开课及示范课，取长补短，扩大视

野。 

4、课题组注重教学设计，集体备课，一人执教，多人听课，听后及时评课，找出成功

和不足之处。研究过程中我们及时总结，已经初步完成数篇论文，有多人教学设计、

教学论文公开发表或获奖。 

5、课题研究过程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

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三)《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研究》教学模式和方法研究心得 

1、采取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方法来进行课程与教学设计，把信息技术主要作为一种工具、



 

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个层面中，包括教学准备、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

使信息技术作为构建自主、探究学习环境的重要要素来支持学习。在课题研究中，学

生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对待信息技术,把信息技术作为获取信息、探索问题、协作解决问

题的认知工具，使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成为一种需求，并且对这种工具的使用要像铅笔、

橡皮那样顺手、自然。这样的模式正好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实践平台，促进学

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基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理念，任务驱动式是

其基本的教学模式，这样可以使学生置身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

程中进行自主学习。 

2、网络环境下开展情景教学，将会起到化抽象为形象，提高学生兴趣和学习效率的作

用:网络环境下开展自主学习，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1)借助网络这个虚拟平台，学生与老师之间和同学之间进行顺畅坦诚的交流。在网上

参与交流学习体会，可以使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表现欲较低的同学积极大胆地发

表自己地看法，通过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然的学习环境。 

(2)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举例讲解后，设立一个情景让学生自主学习创造。通过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启发、引导学生自行创作，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

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创新意识，有助于学生的创作性思维

活动。 

(3)分组合作，把全班分几个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布置一些较平时难的作业，让每个小

组内部成员间配合完成。每个学生信息技术水平不一样，使学生在上机学习时能互相

带动，互帮互学。各个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协调分工，有的负责上网收集资料，有的文

本输入，有的负责图片处理等等，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4)把学生完成的比较出色的各类作品在网上向其他同学展示，利用学生的自豪心理，

培养学生对该教育课程的兴趣:让学生通过比较其他同学优秀的作品，从同学中学习，

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方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师向学生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包括学习方法指导。教师通过媒体授

课或指引学生利用媒体学习，师生与媒体实现网络环境下的多向互动。学生通过网络

自学，自创，教师巡回辅导，因材施教:必要时，教师面向学生群体进行指导，把教师

的讲授和学生个别自学结合起来，把个别指导与群体指导结合起来。可以在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开展讨论，还可以进行形成性练习和自测自评，开展反馈一一矫正活动。归

纳，总结，并提出课外自学要求。 

二、课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1、有的教师拘泥于一个知识点、一堂课、或者是一个课件，新的教学观和课程改革的

大视野不够开阁. 

2、师生的信息修养不平衡，从而影响了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发挥其先进作用。 

3、教师撰写的论文现阶段交流范围不广，对外暂时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4、个别农村家庭不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水平，缺少网络。 

5、个别家长不同意学生经常性的接触电脑。 

三、下一步计划 

1、继续加强对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研究，积极寻找科研工作的理论依据，为科研

工作提供支撑点。 

2、努力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尤其是重视教师的调查、分析、总结、写作等能力的培

养指导教师做好研究实践中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及时小结，不断深化教改工作，推动

科研的进程。 

3、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设计一些课例，开展试验研究，注意积累数据，及时做好课例



 

的分析和总结。 

4、聘请专家指导教师撰写教科研论文，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5、对个别家长进行辅导，引导其对网络学习的理解。 

四、可预期成果 

1、培养一批既懂教学，又懂教研的信息技术骨干教师。 

2、汇集研究资料，进行全面总结，写好结题研究报告。 

3、探索出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整合而成的教学模式或教学法。 

4、最后形成课题研究经验论文集和优秀教学成果集。 

 

 

 

 

 

 

 

 

 

 

 

 

 

课题主持人签名：刘扬 

2023年 5月 10 日 

课题所在单位意见： 

（课题前期研究计划落实情况，调整研究计划建议等） 

 

能够按计划落实研究计划，有过程性材料及反思。 以后争取多积累成果

并有效推广。                        

盖章： 

 

                                                           2023年 5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