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模型及实现路径

孔　晶１　赵建华２

（１．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２．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要］　教师队伍建设是发展教育信息化的基本保障。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推动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手段。然而，国内外颁布和实施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标准及推进机制更多的是面向教师大众，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教师的评估和指导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本

研究基于ＩＰＯ理论框架，探索影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发展分析模型，即ＩＣＴＴＰＥ适应性模型。基于所构建的模型，本研究对Ｘ市三个圈层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进行分析，包括整体定位Ｘ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阶段，分析各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
展现状、问题、主要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等，并提出对Ｘ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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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４基础教育版》指
出，“重塑教师角色”是未来一到两年学校教育技术

应用的关键因素（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４）。随着信息技术的
迅速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中的逐步应用，教师被期

待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和其他方法改进工作，如

教学内容的传递、学生学业的评估、教师之间的合作

以及学校的日常工作事务等。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建设进程中，培训是推动能力发展的重要路径，如

我国推出的“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全国中

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另外，

非营利机构组织的教师培训对教师能力发展也有着

重要作用，如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ＩＢＭ重塑教育
项目、惠普优创项目等。校际合作、校本培训等也是

提升教师能力的有效路径，如新加坡校群、湖南基地

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的深入

应用，也为教师能力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如基于学

科教研的网络学习社区、基于社会化软件的教师发

展群、基于课程的教师专题学习网站、基于论坛的教

师协作知识建构、基于资源分享的教师专业成长等，

这些均在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发展的活动是否真正考虑了一线教师的工作实际

及发展现状？大量不连贯的且与教师需求和实践无

关的知识讲授，使得教师不能基于所学知识及技能

解决教学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这使得活动效果大打

折扣。我国的教师培训一直强调“按需施训”，有研

究者指出，“需”不能简单理解为教师的需求，而要

理解为教师某项能力与应达到标准之间的距离（祝

·７８·

第２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

开放教育研究
Ｏｐｅ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２３，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７　



智庭等，２０１５）。由此，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应达
到的“标准”是什么？不同教师应达到的“标准”是

否不同？面对不同“标准”导向的教师，其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的影响因素、发展路径、建设策略、方法是

否不同？本研究关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

展，通过分析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构成要素、发

展阶段、影响因素、发展路径等，构建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发展分析模型，以帮助不同发展水平的教

师明确所处阶段、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二、基本假设

合理的前提假设是分析模型形成的基础，本研

究构建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分析模型主要

基于以下基本假设：

（一）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具有阶段性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Ｇｕｓ
ｋｅｙ，２００５），具有阶段性。有研究者将教师专业发展
划分为初始教学期、建构安全期、成熟期（Ｆｅｓｓｌ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５），也有研究者将教师专业发展划分
为职前期、初任教师、成长期、成熟期（饶见维，

１９９６）。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
必备的专业能力，同时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由此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也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分为不用的发展阶段，且每个阶段对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要求不同。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关键特征不同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教师的关注点有

所不同（崔允誋等，２０１１）。例如，刚入职的教师没
有教学经验，往往只关注自己；初任教师关注的是周

围的环境，并努力寻求学生、同事及领导的认同；成

长阶段的教师需要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计划，

以获得自身的专业发展；成熟阶段的教师经过长期

实践和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部分教师

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知名度。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

域的应用，也有一定历程，例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从

Ｗｅｂ１．０到 Ｗｅｂ２．０再到 Ｗｅｂ３．０，课堂学习环境经
历了从传统教室到数字化教室再到智慧教室，教师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设备经历了从无机到一机一幕再

到人手一机等（赵建华等，２０１５）。信息技术应用于
教育教学的不同阶段，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

着不同要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不同阶

段，其所需能力的关键特征并不相同。

（三）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要发

展路径不同

教师能力的发展不完全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

的，需要有积极有效的路径。日常教学实践、教师反

思、校本教研、进修培训等均是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

路径（王鉴等，２００８）。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教师，
其发展路径不同，例如，初任教师的发展路径主要是

上岗培训及老教师带新教师等，成长阶段及成熟阶

段的教师更多借助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及反复的教

学实践等提升自身能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

发展有阶段性，在能力发展初期，大规模全员培训对

提升教师的基本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能力

的逐步发展，单纯的培训已不能满足教师的需求，需

要探求更多的发展路径。

（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定位有

其核心评价指标

指标可以对相关对象的性质进行监测和评估，

以反映对象的发展过程及结果（李莉等，２００１）。核
心评价指标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凸显评价对象特性

的关键指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为开展能力评价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分析方法。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包含多方面因素，其评价指标体

系也涉及多个方面且不同指标评估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水平的权重不同。权重较高，即重要程

度较大的指标是核心评价指标，对分析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有重要作用。

三、模型构建

（一）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成要素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成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关注

的焦点，颁布和实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相关标

准，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测评等提供了

参考依据。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信

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将教师工作界定为理解教育

中的ＩＣＴ、课程与评估、教学法、ＩＣＴ、组织与管理、教师
专业学习（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１１）；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从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与教

师专业发展的视角，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区分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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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

发展五个维度（教育部办公厅，２０１４）；美国分别于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年推出《面向教师的国家教育技术标
准》第一版和第二版（ＩＳＴＥ，２００２；ＩＳＴＥ，２００８），第一版
强调教师应该了解技术和应用新技术创设学习环境、

优化课堂教学、开展学习评价、提升工作效率，第二版

强调教师帮助学生成为高效的数字化学习者、数字化

公民，从而帮助学生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各种挑战；澳

大利亚《国家教师专业标准》涉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内容有信息技术知识，选择和使用资源，安全、

负责任和有道德地使用信息技术等（ＡＩＴＳＬ，２０１１）。
本研究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划分为理解教育中

的ＩＣＴ、课程设计、ＩＣＴ（技术）、教学法、组织与管理、
评估与诊断、教师专业学习七个维度。

（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具有阶段性。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研究亚太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时，

将学校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步

阶段、应用阶段、融合阶段、变革阶段，不同阶段信息

技术教育教学应用的主要特征不同。在起步阶段：

信息技术并没有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得到广泛应

用；在应用阶段：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应用主要体现在

提升课堂教学和教育管理的效率；在融合阶段：信息

技术教育教学应用主要体现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

基于信息化环境的教学方法创新；在变革阶段：信息

技术教育教学应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开始改变教

学模式，学校和教育机构重构学校组织结构（杨宗

凯等，２０１４）。考兹玛（Ｋｏｚｍａ，２０１１）从经济学视角
出发，指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四大生产力因素，分别是

资本积累、资本深化、高质量劳动力、知识创新，这四

大因素是连接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应四

种人类能力发展的方式，即普及教育、知识获取、知

识深化和知识创造，即知识阶梯理论。普及教育的

目的是增加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扩大教育规模；知识

获取与我国当前的教育状况有一定吻合，以掌握学

习内容为主要目的和特征；知识深化强调学生能力

的培养和发展，同２１世纪技能的发展有一致性；知
识创造以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为目的和特征，强调

学生的探究和发现。本研究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技术素养、知识获取、

知识深化、知识创造。在各个阶段，信息技术教育教

学应用的关键特征不同，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要求也不同。

（三）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影响因素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如教师培训、教学实践、教学反思、自主学习、同

伴互助、专家引领等。其中，培训是推动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发展的重要形式，包括国家、区域、学校、

非营利机构及学校合作公司组织的面对面培训、专家

讲座、远程培训、网络研修等。教师教学实践主要指

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包括教师的常态化课堂教学，

以及教师参加的教学竞赛课、公开课等。教学反思是

教师教学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教学活动

的始终，常用方法有课后备课、课堂观摩、教学日志、

教育叙事等。自主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方式，

强调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

性及独立性等。同伴互助建立在教师自我反思的基

础上，是校本研修最基本的活动形式，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教师开展有益的互助合作性学习研讨互动，共同

分享经验、探究问题，以及实现教学专业的主动发展

（汤立宏，２００６）。同伴互助的表现形式有沙龙会谈、
一课多研、专业对话等。专家引领是推动教师专业发

展的有效路径，教育领域的专家或学科专家一方面可

以向一线教师传达最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理论指导，

同时也可以针对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诊断与评

价、研究与分析（易燕，２０１２），并与教师开展面对面研
讨，以推动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教师培训、教学实

践、教学反思、自主学习、同伴互助、专家引领等均为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效支持，从外

部干预、内部动力激发等层面推动教师能力发展。

此外，学校文化环境、领导支持、教师所承担的

项目以及个人研究成果在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发展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影响因素的特点、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概括化为三大路径，

分别为培训、实践、探索，培训更多强调外力作用，聚

焦对教师基本教学理念、理论以及前沿性知识的引

领，实践、探索更多强调内力作用，聚焦教师自身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性。

（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核心评

估指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信息技术变革教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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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指导手册》中从技术和教学法两个视角指出学校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教师信息和通信技

术能力框架》将ＩＣＴ和教学法作为教师工作的重要
方面（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ＴＰＡＣＫ为教师开展信息技
术支持的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包含技术、教学

法、学科内容三方面的核心要素；我国《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将技术应用作为一

项重要指标，即技术素养。由此可见，技术和教学法

对于评估教师能力发展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在评估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及发展阶段时重点关注技术

和教学法两项指标的体现。

（五）ＩＣＴＴＰＥ适应性分析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聚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构成要

素、发展阶段、影响因素、发展路径，基于ＩＰＯ理论框
架 （Ｉｎｐｕ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ｕｔｐｕｔ，输 入过 程输 出，简 称
ＩＰＯ），构建了ＩＣＴＴＰＥ适应性分析模型（见图１，Ｔ、
Ｐ、Ｅ分别是培训、实践和探索的英文首字母），其中
适应性主要指教师能够基于模型中的发展阶段及主

要发展路径，根据外界变革要求做出调整。

图１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ＩＣＴＴＰＥ

适应性分析模型

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定位
本研究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七个维度的构

成要素与四个发展阶段相交叉，形成包含２８个模块
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分析框架（见表一），

可用于对教师能力发展阶段定位。

２．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路径
１）培训。从“技术素养”阶段到“知识获取”阶

段，教师能够在课堂教学中熟练应用信息技术，例如

能应用各种形式的教学软件和工具进行课堂教学，

以提升和丰富教和学。“知识获取”阶段涉及教学

活动的变革，即把不同技术、工具、数字资源等整合

到整个课堂、小组及学生个体活动中，并使之成为其

中一部分，以支持讲授式教学等“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方式。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

培训，如由政府部门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全员式培训、

各种机构组织的专题式培训等。这些培训的特点是

一组培训者培训一群人，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系统

支持自上而下的培训。培训内容聚焦于教师信息技

术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通用教学软件及学科教学

软件等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表一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析框架

阶段 技术素养 知识获取 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

理解教育中的ＩＣＴ政策意识 政策理解 政策应用 政策创新

课程设计 基本知识 教学应用 学习应用 技能培养

ＩＣＴ（技术） 基本工具 互动工具 复杂工具 创造性工具

教学法 技术初探 整合技术
复杂问题
解决

自我管理

组织与管理 标准教室
数字化
教室

协作小组 学习型组织

评估与诊断
标准化
测试

多元评价 个性化评价
全面综合
评价

教师专业学习 专业意识 数字素养 管理与指导 专业引领

“培训”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包括由国家、

区域、学校、非营利机构、公司等组织的培训，培训形

式一般是面对面和在线以及混合的方式，其中面对

面主要是集中培训，如专家讲座等，在线培训主要有

远程培训、网络研修等。

２）实践
从“知识获取”阶段到“知识深化”阶段，教师更

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激发和管理学生的学习，

赋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权，同时教师能够使用信

息技术帮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估和诊断。

“知识深化”阶段涉及课程改革，强调对教学内容和

评价的深度理解，强调对真实世界问题理解的基础

上的应用，关注复杂问题解决及将评价融入学习活

动。这一阶段强调教师课堂教学实践应用，即教师

能将所学的各种新型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熟练应

用于课堂教学，而不仅限于听和看的层面。

“实践”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有教师的常

态化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竞赛课、公开课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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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互助、专家引领也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

发展有重要作用。

３）探索。从“知识深化”阶段到“知识创造”阶
段，教师要能够设计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资源和学

习环境，有效使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批判性

思维等能力，创建各种形式的知识社区支持学生持

续性、反思性学习。“知识创造”阶段的课程设置超

越了以往仅对知识和学科教学的关注，明确包含创

造新知识所需的技能，包括解决问题、交流、协作、实

践、批判性思考、创造性表达。这些能力已经成为课

程目标，也是各种评价方法的对象。这一阶段主要

通过教师的努力探索完成。我国教育信息化现处于

“从应用期到融合期的阶段”，处于“知识创造”阶段

的教师较少，没有较多案例可供一线教师借鉴，所以

这一阶段能力的发展需要靠教师自身的不懈探索。

“探索”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主要有教师

的自主学习、教师教学反思等，这些是自内而外对教

师发展的推动。由于“知识创造”阶段可借鉴、可模

仿的案例少，更多的是教师自身的探索。在这一发

展路径中，专家引领、合作公司技术人员提供的技术

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教师承担的课题或项

目等研究成果的激励、学校相关激励机制等也对这

一发展阶段的教师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３．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性
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学校的核心

理念、组织文化、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以及所提供的平

台也是影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重要因

素，良好的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环境能够为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提供动力，增强教师专业发

展的积极性。

四、模型应用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基于所构建的 ＩＣＴＴＰＥ适应性模
型，分析Ｘ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现状、
发展阶段、影响因素、主要发展路径等，以为 Ｘ市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提供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Ｘ市三个圈层的一线教
师，第一圈层为 Ｘ市中心老城区，第二圈层为规划
建设中的新城区，第三圈层为远郊区。在教育信息

化建设方面，三个圈层中小学基础设施差别较小，Ｘ
市政府致力于三个圈层教学质量的共同提升，推动

县域教育互动，促进教育圈层融合。但是，前期调研

中我们发现，三个圈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差别

较大，整体而言，第一圈层较高，第二圈层其次，第三

圈层较低。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 Ｘ市一线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Ｘ市三个圈层、六个区共２１７所学校，本研
究在每所学校选取３０％的教师参与问卷调查。问
卷调查采用问卷星的方式进行，共回收 ４９１１份问
卷，剔除８３１份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４０８０份，有
效率是８３．１％。基于Ｘ市电教站一位主要负责人、
一位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家及学校校长的建议，本

研究遴选了５所学校的１２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的设计均基于所构建的分

析模型，主要包括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成要素、

发展现状、发展阶段、影响因素。

（四）数据分析

１．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问卷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基本信

息，第二部分是基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析框

架各项指标设计的题目，第三部分是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的影响因素及相关能力需求。

本研究以“ＩＣＴ（技术）”和“教学法”为核心评
估指标，同时以“理解教育中的 ＩＣＴ”“课程设计”
“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教师专业学习”为辅

助指标，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
处理。研究按照教师在问卷中对应题目的得分区间

定位教师能力发展阶段（见图２）。各阶段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构成要素发展状况见图３。

图２　Ｘ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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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成要素发展状况

可以看出，Ｘ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体处
于知识获取阶段，且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在不同维度的达标程度并不相同，例如，技术素养

阶段教师在“理解教育中的ＩＣＴ”“课程设计”“教学
法”“教师专业学习”等维度部分指标有较好发展；

知识获取阶段教师“理解教育中的 ＩＣＴ”“课程设
计”“教师专业学习”等维度部分指标有较好发展，

但是“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等维度部分指标

相对较弱；知识深化阶段教师“教师专业学习”维度

的部分指标有着很好的发展，但是“理解教育中的

ＩＣＴ”“教学法”等维度部分指标相对较弱；知识创造
阶段教师“理解教育中的ＩＣＴ”“教学法”“组织与管
理”“教师专业学习”等维度部分指标发展较弱。

通过对四个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影响因素不同，但整体差异不大（见图４）。

图４　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主要影响因素

１）“观课”在四个阶段均有明显体现。观课，即
观察其他教师课堂教学中技术应用情况，技术素养

阶段、知识获取阶段教师均将“观课”作为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知识深化阶段、知识创造阶段教师将“观

课”看作仅次于“培训（专家讲座）”的重要影响因

素。通过观察其他老师的课堂教学，可以为教师自

身课堂教学提供效仿，也会激发他们教学反思，提升

教学的有效性。

２）“教师培训”对四个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发展均有一定作用。例如，知识深化、知识创

造阶段教师均将“培训（专家讲座）”作为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技术素养、知识深化阶段教师将“培训

（专家讲座）”作为仅次于“观课”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般情况下，专家讲座式培训不仅有助于更新教师

的教学理念，增长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拓展视

野，为教师教学发展扩大空间，这对于知识深化和知

识创造阶段教师尤为重要。

３）相对于技术素养和知识创造阶段教师而言，
“磨课研课”对知识获取和知识深化阶段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影响更大。从知识获取到知识深化阶

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整合信息技术，基于信息

技术进行复杂问题的解决，这对教师的教学实践提出

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关键的是

要知道“怎样做”，这一能力的获得需要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不断开展信息技术支持的课堂教学实践。

４）相对于技术素养和知识获取阶段的教师，
“专家引领”对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阶段教师的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影响更大。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阶

段涉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对教师能

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由此，前沿性的专家引领

作用在这两个阶段均有着重要作用。

２．深度访谈结果
深度访谈聚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七个维

度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征得被访谈教师同意后使

用录音笔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转化为文本进行

分析。本研究主要从教师在“ＩＣＴ（技术）”和“教学
法”两个维度所体现的关键特征对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同时基于教师在其他五

个维度指标所表现出的关键特征进行辅助分析定

位。访谈的１２位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
段定位整体情况是５位教师处于技术素养阶段、４
位教师处于知识获取阶段、２位教师处于知识深化
阶段、１位教师处于知识创造阶段。各阶段教师在
“ＩＣＴ（技术）”“教学法”及“影响因素”所体现出的
关键特征如下：

１）在“ＩＣＴ（技术）”方面，技术素养阶段教师的
特征主要体现在简易多媒体环境中信息技术工具及

软件的教学应用，如以多媒体计算机、投影仪、ＰＰＴ
等应用为主。另外，访谈发现，这些教师所任教的教

室均安装有交互式电子白板，但是其对交互式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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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的应用仅限于投影仪的功能，即使用交互式电

子白板投影ＰＰＴ课件等。教师纷纷表示，由于交互
式电子白板的使用较为复杂、ＰＰＴ的功能足以支撑
课堂教学需要等原因限制了其对交互式电子白板的

深层次使用。知识获取阶段教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交互多媒体环境中信息技术工具及软件教学的应

用，如交互式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投票器等教学

设施。这些交互式多媒体工具及教学软件在支持教

学资源的动态生成、学生和电子白板的互动、学生思

维的可视化表达、学习结果的测评、教学和学习过程

的调整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知识深化阶段教师的

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互联网环境及移动终端设备的教

学应用，如平板电脑、电子书包等在课堂教学中的应

用。一般情况下，平板电脑、电子书包等为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提供了在线平台。移动终端的应用拓展

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支持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知识创造阶段教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信息技术支

持的知识社区的驾驭和课堂教学应用，如网络教学

平台、知识论坛等。知识建构理论强调，知识是一种

社会产品，新知识不是简单地在他人（具有更多的

知识）帮助下的同化或顺应，而是在特定社区，同伴

一起从事问题解决过程中建构的，是在共同探讨的

领域建立相互理解的过程（赵建华，２００７）。信息技
术支持的知识社区为学生进行知识建构提供了技术

环境支撑。

２）在“教学法”方面，技术素养阶段教师较为关
注信息技术支持的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例如教师

能够在课堂教学之前，通过网络获取大量与课程内

容相关的素材和资源，并通过 ＰＰＴ呈现给学生。相
对于传统课堂教学，信息技术的融入能够向学生传

递大量信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成效。

另外，教师也可以将大量练习、测验题目通过 ＰＰＴ
呈现，学生可以现场作答，教师也可以及时点评，推

进课堂教学的进度。知识获取阶段教师较为关注学

生对知识内容的掌握，这一点和课堂教学目标的达

成、教学问题的解决相关联。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工

具监测学生个体、班级整体存在的问题，了解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并及时对教学做出调整。知

识深化阶段教师较为注重项目式学习在课堂教学中

的开展，注重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强调学生的自

我管理，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知识创造阶段

教师能够设计和开展基于知识社区的教学和学习活

动，强调学生探究和发现，聚焦学生的知识创造能

力，关注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和达成。

３）在“影响因素”方面，技术素养阶段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教师培训、课

堂观摩、同伴互助等。其中，教师培训在支持教师更

新教育教学观念、基本技术素养的获得方面尤为重

要。知识获取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教师培训、公开课／赛课、同伴互助
等。与技术素养阶段教师相同，知识获取阶段教师

也强调教师培训、同伴互助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另外，公开课／赛课支持的教师反
复磨课、研课在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也

有一定的作用。知识深化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常态化课堂教学实践、

项目推动、技术支持服务、专家指导等。相对于知识

获取阶段的教师，知识深化阶段的教师更强调教学

实践在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方面的重要

性。另外，项目依托及专家指导在知识深化阶段的

作用也有重要作用。知识创造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校长的人格魅力、

学校领导的支持、项目推动、专家指导、教师自身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成果激励等。相对于知识深化阶

段的教师，学校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学校领导支持

等）、教师自身的主动性及成果激励等对知识创造

阶段教师的影响有一定影响。

（五）结果与讨论

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结果表明，Ｘ市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体处于知识获取阶段，部分能

力维度指标已达到知识深化阶段，但仍有部分维度

指标未达到知识获取阶段的要求。不同阶段教师能

力发展水平有着明显差异，尤其在“ＩＣＴ（技术）”和
“教学法”两个维度体现明显。在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影响因素方面，各阶段影响因素整体而

言差异不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培训、实践、探索的

路径发展规律。不同发展路径所对应的教师专业发

展活动在不同阶段均有一定体现，但侧重点不同。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分析

模型，即ＩＣＴＴＰＥ适应性模型，可用于分析教师信息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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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定位教师能力

发展阶段，并为教师能力的提升指出相应的发展路

径及策略、方法等。

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主要发展路径并不相同。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需要借助内力和外力因素

的结合，不同阶段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对

内力和外力因素的要求不同。本研究将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技术素

养、知识获取、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同时指出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三大路径，分别为培训、实

践、探索。这三大路径分别对应于从低到高发展的

四个阶段，即从技术素养阶段到知识获取阶段的主

要发展路径是培训，从知识获取阶段到知识深化阶

段的主要发展路径是实践，从知识深化阶段到知识

创造阶段的主要发展路径是探索。

２．“ＩＣＴ（技术）”和“教学法”是评估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阶段的两大核心指标。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包含多方面要素，如教师的课程设计

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评估诊断能力等，但是在对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分析及阶段定位时需要首

先关注影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核心指标，继

而在对核心指标进行评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维

度的指标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有效分析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阶段。

３．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试行）》关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环境及水

平差异，根据我国中小学校信息技术实际条件的不

同、师生信息技术应用情境的差异，对中小学教师在

教育教学和专业发展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出了

要求。“一个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所能达到的

高度与他所处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密切相关”（祝智

庭等，２０１５）。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水平、学校的文
化氛围等也是影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重

要方面。因此，在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进

行分析时，需要充分考虑外在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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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Ｘｃｉｔ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ＣＴＴＰＥｍｏｄｅｌ．Ｉｔｓｅｌｅｃｔ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２１７ｓｃｈｏｏｌｓ（３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ｃｈｏｏｌ），６ｚｏｎｅｓ，３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Ｘｃｉｔｙｔｏｄｏ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１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５ｓｃｈｏｏｌｓ，３ｒｅ
ｇｉｏｎｓｉｎＸｃｉｔｙｆｏｒ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ｆｉｎｄ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ｏｍｅａｄｖｉｃ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Ｘｃｉｔｙ．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１）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ｈａ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ｎａｍ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ＣＴ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Ｄｅｓｉｇｎ，ＩＣＴ，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ｏｎｇｏ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ｓｓｏｍｅｓｔａｇｅｓ，ｎａｍｅｌ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ｆｒ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ａｙ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ａｙ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４）ＩＣＴａｎｄ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ｆＩＣＴｉ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ａｒｅ“ｂａｓｉｃｔｏｏｌ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ｌ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ｏｏｌ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ｏｏ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ｆ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
ｖｉｎｇ，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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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晶，赵建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模型及实现路径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