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教师信息化能力教学标准（试行）

根据教育部 2014 年研究制定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结合教

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项目“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与培养模式实证研究”课题组

2018 年 6 月颁布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制定我校的教师信息化能力教学标准（试

行）。

鉴于我校多数老师尚处于信息化教学初级学习与使用的阶段，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所以

选用了《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同时，针对我校教师基本情况对该标准中部分条目

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将三级条目关注点“软件应用”中的标准描述“熟练应用教与学相关的通用软件与

学科软件”改为“熟练应用教与学相关的学科软件”，绩效指标中的“熟练操作常用的通用

软件”予以删除。

2.将三级条目关注点“平台使用”中的绩效指标中的“熟练应用常见社会性软件”改

为“熟练应用常见社会性软件（雨课堂、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等）”使之具体化，“熟练

应用常见网络存储工具”改为“熟练应用常见网络存储工具（百度网盘等）”使之具体化，

“熟练应用常见网络学习平台（如专题学习网站、Moodle、Sakai 等）”改为“熟练应用常

见网络学习平台（如专题学习网站）”。

3.将三级条目关注点“过程管理”中的标准描述“利用信息技术支持目标管理、时间

管理、信息管理等，提高自主学习的质量与效率”改为“利用信息技术支持信息管理，提高

教学的质量与效率”，绩效指标中的“在学习或任务完成过程中，规避或排除无关信息或交

流的干扰”和“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如时间管理、信息管理的小软件）加强自律”予以删除。

4.将三级条目关注点“自我反思”中的标准描述“有意识地规划与记录自己的学习路

径与学习结果，养成自我反思习惯，促进自我成长”改为“有意识地规划与记录自己的教学

过程与教学结果，养成自我反思习惯，促进自我成长”，绩效指标中的“有自我反思习惯，

能够理性分析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发现潜力与问题，并相应调整个人发展计划”改为“有

自我反思习惯，能够理性分析自己的教学，发现潜力与问题，并相应调整教学设计”。

5.将三级条目关注点“人际交流”中的标准描述“理解和尊重不同观点，主动运用信

息技术与同伴、教师、专家等有效沟通与分享”改为“理解和尊重不同观点，主动运用信息

技术与同行、专家等有效沟通与分享”，绩效指标中的“利用信息技术主动与同伴、教师、

专家等有效沟通”改为“利用信息技术主动与同行、专家等有效沟通”。



6.将三级条目关注点“有效协作”中的标准描述“针对具体的学习任务与真实问题，

能够在信息化环境中与他人有效沟通、协作”改为“针对具体的教学任务，能够在信息化环

境中与他人有效沟通、协作”。

7.将三级条目关注点“批判思维”中的标准描述“运用批判性思维与恰当的技术工具，

发现并分析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改为“运用批判性思维与恰当的技术工具，发现并分析教

学中的问题”。

8.将三级条目关注点“创新能力”中的绩效指标“根据项目需要，利用技术工具设计

与制作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如海报、宣传视频、数字故事、立体模型等）”改为“根据项目

需要，利用技术工具设计与制作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如微课、慕课等）”。

9.将三级条目关注点“模式理解”中的绩效指标“知道常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如基

于项目的学习、基于资源的学习、WebQuest、MiniQuest、混合学习等）”改为“知道常用的

信息化教学模式（如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资源的学习、混合学习等）”。

10.将三级条目关注点“组织实施”中的绩效指标“了解信息化教学环境中的提问、

鼓励、助学、监控、管理等教学干预的原则与方法，并在真实或模拟的教学情境中尝试使用”

改为“了解信息化教学环境中的提问、鼓励、助学、监控、管理等教学干预的原则与方法，

并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尝试使用”。

11.将三级条目关注点“分析改进”中的标准描述“能够有效利用技术跟踪并分析学

习过程，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改为“能够有效利用技术跟踪并分析教学过程，提出针对性

改进措施”。

12.将三级条目关注点“实践体验”中的标准描述“在真实或模拟的教学情境中，合

理运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学实践”改为“在教学情境中，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学实践”，

绩效标准“在真实或模拟的信息化教学情境中，能够流畅地衔接各个教学环节”改为“在信

息化教学情境中，能够流畅地衔接各个教学环节”。

修改后的《成都铁路卫生学校教师信息化能力教学标准（试行）》如下：

能力维度
一级

指标
关注点 标准描述 绩效指标

基础技术

素养

意识态

度

主动学习

理解信息技术对教与学

的作用，具有主动学习

信息技术的意识

关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中

进展

愿意与他人分享交流信息技术的应用

经验和新发现

积极应用 具有主动探索和运用信 关注优质教育资源，并持续学习，促进



能力维度
一级

指标
关注点 标准描述 绩效指标

息技术支持终身学习、

促进自身发展的意识

自身发展

有意识地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随时随地

学习

技术环

境

设备操作

掌握信息化教学设备的

常用操作，并能解决常

见问题

熟练操作信息化教学设备

解决信息化教学设备应用中的常见问

题

软件应用
熟练应用教与学相关的

学科软件

熟练操作适用于本专业教与学的常用

软件

平台使用

熟练应用网络学习平台

与社会性软件

熟练应用常见社会性软件（雨课堂、蓝

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等）

熟练应用常见网络存储工具（百度网盘

等）

熟练应用常见网络学习平台（如专题学

习网站）

信息责

任

规范自律

将信息安全常识应用到

日常情境之中，并能自

觉遵循法律和伦理道德

规范

具备信息安全意识，了解信息技术应用

中的安全隐患和恰当的处置方法

尊重知识产权，在自己的成果中，总能

明确地、规范地注明所引用材料的出处

甄别网络信息，不非法获取他人信息，

不传播虚假、暴力等不良信息

影响他人

倡导人们安全、合法与

负责任地使用信息与技

术，以身示范，积极影

响他人

在他人的行为有违信息道德或信息安

全时，能及时善意地提醒

在网络环境中，能够积极引导交流倾

向，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交环境

技术支持

学习

自主学

习

获取资源

在信息化环境下，主动

获取有价值的资源，拓

宽教育教学的专业视野

针对学习需要，甄别并获取所需资源

追踪专业发展前沿，积累拓宽专业视野

的关键线索（如本专业的关键人物、关

鍵会议、关键社区、关键期刊等）

过程管理

利用信息技术支持信息

管理，提高教学的质量

与效率

利用技术工具（如云笔记、电子档案、

苏格拉底以及其他有助于知识管理的

工具）规划并记录教学过程，存储教学

成果。

自我反思

有意识地规划与记录自

己的教学过程与教学结

果，养成自我反思习惯，

促进自我成长

常态性地利用技术工具（如博客、云笔

记、电子档案，以及其他有助于知识管

理的工具）规划并记录教学过程性数

据、教学反思等信息

有自我反思习惯，能够理性分析自己的

教学，发现潜力与问题，并相应调整教

学设计

交流协

作
人际交流

理解和尊重不同观点，

主动运用信息技术与同

行、专家等有效沟通与

在信息化环境中，能够包容理解他人观

点，顺畅交流分享

利用信息技术主动与同行、专家等有效



能力维度
一级

指标
关注点 标准描述 绩效指标

分享 沟通

有效协作

针对具体的教学任务，

能够在信息化环境中与

他人有效沟通、协作

与相关参与者共同约定清晰的协作规

则（如各自责任、交流时间、应用工具、

协作策略等）

自觉遵守协作规则，并运用信息技术工

具促进有效协作

利用技术工具开展互评，提升协作效果

研究创

新

批判思维

运用批判性思维与恰当

的技术工具，发现并分

析教学中的问题

敢于质疑已有的理论或观点，能够借助

技术工具对教学进行理性全面的分析

数据意识

善于搜集和分析数据，

解释结果，作出合理判

断，形成解决问题的方

案

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如在线问卷系统、

调查系统）收集数据

针对具体问题，合理运用数据处理软件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做出合理的判

断、总结、预测

创新能力

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建构

知识、激发思想、设计

与开发原创性作品，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

结合具体的信息化环境，创造性地设计

解决方案

根据项目需要，利用技术工具设计与制

作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如微课、慕课等）

技术支持

教学

资源准

备

设计制作

掌握加工、制作多种形

式数字教育资源的工具

和方法，并能根据预设

教学情境，科学合理地

设计和制作数字教育资

源

在制作数字教育资源前，能够从有效支

持教学的角度审慎设计

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优质素材

利用恰当的软件工具对素材进行编辑

和加工

评估优化

结合具体应用情境，科

学评估数字教育资源的

优劣，并提出改进策略

按照一定的标准，判断数字教育资源的

优劣

对已有的数字教育资源提出针对性的

改进建议

资源管理

具有资源建设的整体意

识，能够合理规划与管

理数字教育资源

有意识地规划和丰富个人数字教育资

源库

根据备份、分享、协作的需要，合理选

用技术工具管理数字教育资源

资源整合

合理选择与整合技术资

源，为学习者提供丰富

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化学

习体验

知道不同类型的技术资源（包括学习网

站、APP 等）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和学

习体验方面的作用

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合理选

择与整合技术资源



能力维度
一级

指标
关注点 标准描述 绩效指标

过程设

计

模式理解

理解常用教学模式的原

则与方法，明确信息技

术在不同模式中的应用

优势

知道常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如基于项

目的学习、基于资源的学习、混合学习

等）

理解不同教学模式的应用场景与作用

模式应用

根据预设的信息化教学

情境，合理选用教学模

式完成过程设计

依据课程标准、学习目标、教学内容等

条件，合理选用信息化教学模式

知道如何运用技术资源支持不同环节

的教学

活动设计

科学设计可促进学习者

自主、合作、探究的多

样化学习活动与指导策

略

理解信息技术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时，会考虑到学

习者可能的不同（如水平、风格等）并

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建议

能够为学习者的自主、合作、探究活动

提供有价值的支持工具（如学习指南、

学习流程图、思考模板等）

评价设计

科学设计信息化教学评

价方案，并合理选择、

改造、应用信息化教学

评价工具

举例说明过程性评价的理念、原则与方

法

依据课程标准、学习目标、学生特征和

技术条件，设计能够兼顾过程性与个性

化的评价方案

根据要评价的内容或过程，合理选择、

改造或开发适宜的评价工具（如评价量

规、观察记录表、问卷等）

实践储

备

组织实施

了解信息化教学环境中

的教学实施策略，理解

教学干预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

了解信息化教学环境中的提问、鼓励、

助学、监控、管理等教学干预的原则与

方法，并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尝试使用

在观课时，能够对教学者的教学干预及

其效果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

分析改进

能够有效利用技术跟踪

并分析教学过程，提出

针对性改进措施

掌握常用的课堂教学（包括现场与实

录）分析方法

在他人（如带课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有

针对性地观察并利用技术手段收集过

程性数据

在对他人的课堂进行分析时，能够依据

所收集的数据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改进

措施

实践体验

在教学情境中，合理运

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学实

践

在信息化教学情境中，能够流畅地衔接

各个教学环节

在指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学习的过程

中，能够针对出现的常见问题给予及时

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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