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丽区“十四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期报告 

课题名称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小学线上+线下教学 
批准号 221201100007 

课题负责人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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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相关研究资料，加强理论学习 

1.为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2022 年 4 月，召开线上课题组成员部署会议，明确课

题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容，讨论、论证课题研究的可行性，确立研究课题。 

2.课题组成员通过查阅资料，收集课题的理论依据和同类研究的现状，学习课题

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并且组织课题组成员认真学习课程标准，提升课题组成员

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3.课题组成员参加 4月 22日由市教研员任占杰组织的《助力“双减”提升自主学

习力──“线上+线下”混融教学研讨会》教研活动，通过“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典

型案例经验分享和后疫情复学阶段教学衔接与调整这两个板块，对于教师更好地开展

线上教学以及做好线上线下衔接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课题组成员受益匪浅。 

4.结合天津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和天津市中小学教师第

六周期继续教育培训，提升课题组成员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更好地进行课题研究

做好准备。 

5.2022 年 6 月，本课题顺利完成了开题论证相关工作，课题研究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 

（二）立足线上，打造线上高效课堂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悄悄改变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新冠疫情尚未完

全结束，总是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它对我们的

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 2022年，我校教学主要以线上教学为主，结合学校教

学实际，课题组成员主要立足线上教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融合课堂教学，提

高线上教学的实效性。 

1.课前认真精心备课 

（1）熟练操作线上教学软件 

利用网络学习资源，教师认真学习并熟练操作相关的线上教学软件。当前比较实

用的教学软件主要有“腾讯会议”“钉钉”“微信直播”等，教师选择网络性能和稳定

性强的线上教学软件。在课前，教师一定要确保每位学生都已安装好教学软件并正常

登录。在备课时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充分利用各个软件平台的有效功能，交替交

互使用不同教学软件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 

（2）调研学情，做好线上集体备课 

教师课前采用微信、班级小管家、问卷星等方式充分收集当前学生的学情信息。

通过线上集体备课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组内教师共同出谋划策，各尽其能，发挥所长，

拓展教学深度，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2.课中关注学生，把握好教学节奏 

教师充分利用好线上课堂签到、打卡、点名等软件功能，做到关心爱护每一位学

生。教师在查看签到或打卡学生情况时，对于未签到或未打卡的学生要及时通过电话

或者微信等方式提醒和督促学生及时进入课堂，从而提高课堂参与率。 

线上教学时，教师采用提问互动、游戏互动、辩论赛、肢体动作、道具实验、现



 

场测试等活动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兴趣，把握好线上教学的各个环节，

使学生有所得。 

3.课后及时反馈，查漏补缺 

教师运用软件的大数据分析监控技术，掌握学生的上课次数，时长，上课互动表

现等情况，综合评估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适当进行表扬，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利用班级小管家等作业平台，实现学生每日作业提交，教师及时批阅。便于教师

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学生可以及时修改，查漏补缺。 

（三）以赛促研，提升融合实效 

1.为了更好地研究课题，立足于教育教学实际以及教育科研资源环境和条件，开

展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教学赛课活动，即骨干教师“引领课”评比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的“融合创新课”评比，在教学常态下进行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研究，使

课题组教师从一开始的想用，到能用、会用，最后达到用好，以此来达到提升教育教

学实效性的目的。除了赛课，学校还举行运用信息技术资源方面的竞赛，如微课、课

件比赛等，促进了教师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2.开展常态课评比。采取线上巡课的方式，由区教研员、教学副校长、教务主任

等进入班级群进行常态课巡课，督促全校教师融合信息技术，提升常态课的课堂实效

性。 

（四）以网络平台为抓手，线上教研促实效 

1.根据教研计划，借助网络平台，每周安排网络教研日，课题组教师结合线上教

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研究解决策略。 

2.开展了相关的网络技术培训，结合六周期继续教育，继续提升课题组成员的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高线上教学的实效性。 

3.组织课题组教师在线学习优秀课例。要求课题组教师参与线上研讨之前，要认

真学习相关的高效课堂实录、教学设计及其他资料，寻找信息技术融合线上教学的各

个融合点，做到有的放矢，提高线上教研的实效性。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惑： 

1.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参差不齐，需要继续进行培训，不断提高课题组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 

2.对于课題研究的方法、步骤还不够清晰，不规范在所难免。 

3.由于课题研究是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教学进度、内容和质量都

不能受影响，所以在收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难免有粗糙、缺乏细致之处。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后期的课题研究主要以线下教学为主，努力把课題研究落实到实处，争取出更多

的研究成果。 

（一）抓好组内教研和集体备课 

结合学校的教研要求和组内教研计划，认真完成组内教研，使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到线下教学的每节课中，挖掘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的融合点，让信息技术真正服务于

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抓好集体备课，组织课题组教师认真学习和研究课程标准、教材、教学参考书以

及其它相关材料。明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探讨融入信息技术手段更

好地达成教学目标、突破重难点的方法与策略。 

（二）以人人作课为契机，打造优秀融合课例 

    结合学校的教学工作安排，以人人作课活动为契机，组织课题组教师每人精心准



 

备一节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课堂教学的课例。通过不断地听课、评课、磨课，提高课题

组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恰当选择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让信息技术成为促进学生探究学

习的重要手段，打造出优秀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课堂教学的课例并进行推广交流。 

四、预期成果 

1.“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小学课堂教学”线上+线下优秀案例集。 

2.“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小学课堂教学”的相关论文。 

3.“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小学课堂教学”的优秀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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