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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

教学的改革，对于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要求也随之增强，为了

梳理当前研究的现状，笔者以“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为关键词，

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结构、现状、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五

个方面进行文献的整理，对其进行文献综述。笔者通过分析发现，

相关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院校特征不明显等现象，也为进一步

地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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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现状，笔者以“信

息化教学能力”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文献分布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文献数据及分布图

由图 1 可知，相关研究呈上升态势。在 2010 年出现转折，论

文数量明显递增，这与国家在 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密切的关系，说明国家对信息化教学的重视，

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

笔者又针对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进行文献的检索发现，从

2003 年到 2022 年期间，在 2017 年达到峰值，之后有所波动，但

是整体属于研究的热点问题，更多地关注了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

的水平和能力问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

通过对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笔者发现

不同的研究者关于内涵的解读不同，整体来说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评价模型的角度进行内涵的解读，其观点是从不同的评

价模型出发阐述其内涵，如有 IBSTPI 模型、AITS 模型、TPACK

模型；第二，从不同学科的教师出发，强调学科的特殊性，如职

业院校教师、英语、地理、语文等，如胡晓玲（2012）从心理学

的角度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教师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第三，

不同区域的教师在教与学的活动中所体现的能力，如李士艳（2012）

从甘南州藏区的教师的角度，孙众（2022）则强调农村教师。

相关研究达成的一致点是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教师在教与学活

动中，利用教育资源组织与实施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所具备

的一种综合能力，重点凸显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以及整合教

育资源的方式，强调教师应把信息化贯彻落实到教学的全过程。

因学者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不相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

定。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

又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主要代表观点如下：

李天龙（2009）和王卫军（2009）都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具

备六种子能力，区别在于李天龙从教师出发，王卫军强调学生的

发展。而郭邵青（2010）等学者又明确提出教师利用信息与传播

技术的能力。张妮（2022） 等研究者从评价模型的角度增加了管

理能力。

通过对以上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研究者发现关于“信

息化教学能力”的界定，相关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界定，里面

内容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但是不论强调那个方面都是教师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教学能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综合能力，

新时代的一种核心能力。

二、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结构

本文根据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主流定义，结合不同角度的内涵分

析，对于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的划分存在一致性，一致之处在

于都强调教师信息化教学理念、信息化教学能力（设计、实施和评

价）信息化教学知识与技能（如下表），但是争议之处在于有的研

究者强调教师的创新能力，而有的研究者关注教师的反思能力。

表 1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相关研究

      

由上表可知，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结构随着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与时代发展的背景更加紧密，体现了新时代要求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信息时代催生了教学改革，包括教学理念和教学技术的应用，

由此所带来的教学过程的革新以及教学理念的革命，都要求教师在

信息时代具备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教学能力，特别是信息化教学能

力。综上分析，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

涵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强调除了具备信息化教学理念和信息化教

学的设计、实施、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还要求体现其创新能力。

三、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现状、原因及发展机制

根据文献研究可知，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发展催生教学的

变革，教学的变革带动了方法和技能革命式的更新，这就要求教

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逐步提升自身的技术

的信息化素养，由此可知，信息化教学成为了教师的必备能力之一，

同时也引发了学者的研究浪潮，加大了研究力度。通过对文献的

梳理，关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多关注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等

条件下的教师或师范生的信息化能力的现状，如徐继红、 董玉琦  

黄绍勇、汤跃光、葛文双、韩锡斌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对不同性

质院校、不同教学背景下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测评，从而了解发

研究者 能力结构

杨明慧(2016)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信息化教学评价

能力

孙利(2019) 技术素养、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习与发展

尹承鑫(2019) 信息化教学意识和态度、信息化教学基本知识和技能、信息化

教学资源整合与开发能力、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信息化教学实施

能力、信息化教学评价能力、信息化教学研究能力

唐烨伟；范佳荣；

庞敬文；钟绍（2020）

信息化教学态度与意识、信息化教学知识与技能、信息化教学

应用与创新

马宽斌 黄丽丽

（2021）

信息化教学意识与态度、信息化教学知识与技能、信息化教学

设计与开发、信息化教学实施与评价

王小辉；李天龙

（2022）

信息化教学理论、信息化教学技术应用（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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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的实证研究。王亚南等（2022）等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探

究了我国西部地区 25 所高校 812 名英语教师的教学能力现状。通

过以上方法的整理，相关研究者的方法具有一致性——问卷调查

法和访谈法。但是，从中也发现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探究当中，

多数学者以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主，探究内在深层次原

因的质性研究较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水平究竟是什么

状态没有描述清楚，发展路径也没有进行明确的描述，本研究从

研究者的实际经历出发，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过程进

行横向的比较研究，灵活的运用研究方法寻求研究理论意义方面

的扩充和研究成果的丰富。

在信息化教学能力探究中发现，影响因素指向多元，多元因

素中具有统一性的是教师自身因素、学校环境因素、国家政策因

素和历史因素，总结来说，从内外两个因素入手且随着社会环境

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由于学者的分析理论基

础的不同，研究结论随之呈现不同，动态特征的变化明显。通过

下表可以明确看出，教师因素、学校因素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可知，

青年教师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需要多方齐心共建，为同一目标而

共同努力。

表 2 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因素表

通过对上述表格整理可以看出，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受到

教师自身、教师生活的环境以及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三个方面的影

响，这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一致。

关于促进高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方面，强调从学校

培养、教师自身反思和社会支持三个方面入手。在学校方面，需要

学校为青年教师树立科研促动教学的协同创新理念，基于学术共同

体构建灵活多样的提升途径，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多元鞭策，对

青年教师来说思想的转变才是一种本源性的思路与路径，所以，学

校要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思想宣传，加强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

设，建立完善传帮带机制，全面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

训，重点面向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为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培育生

力军；而钱静珠（2017）和李斌（2019）则认为应加大国家培训的

力度，但是李斌又补充说明要在硬件设备上面满足教师的需要；在

教育信息化 2.0 这个大背景下，教师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借用现代

化的信息资源和设备，进行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提升和增强教学能

力，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

程，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所以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有其

本身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占据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的高

低决定着整体的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对于教学创新改革也有其重

要的影响。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教学领域革命性的变革，深

化教学改革是国家针对目前局势提出的，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帮助

下，信息化教学在学校引起了积极响应，以教师为主导地位的教育

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综上所述，策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

方面出发，微观是教师自身，从教师角度考虑影响因素，需要明确

教师的差异性，做到混合式培训；中观是从学校因素，要注意学校

整体硬件和软件的配置；还要充分考虑宏观方面的国家政策的引导，

以达到多方共建共赢。

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们在信息化教学能力探究中，影响因素和

提升措施是多角度展开的，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结论之间差异性也

很大，但是统一之处在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而且区域经济不同对地方院校的信息化教学建设有直接的影响，但

是这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因素，只能从主观因素出发，教师的信息

技术素养是其决定因素，所以提升的关键在于教师自身。

四、文献述评

综合上述内容，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型技术的涌现，教学也面临着革命性的突破，相关研究者透过

现象看到了本质，认为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对此起决定性的作

用，也愈发关注与重视此方面的研究。笔者通过整理现有研究，

发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内容方面看，研究关注于内涵、结构、

现状、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第二，国内的研究对象集中于高职

或中职教师，且绝大多数不区分院校；第三，从研究范式来看，

多是定量研究且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定量研究以问卷法居多，

质性研究相对较少；第四，针对地方高等院校青年教师的关注度

较低且无公认测量工具。

时代的发展需要相符的教学改革，教师内化的信息化教学理

念和技能是匹配教学改革必要条件，外化的技术设备赋予了教学

活动优化的可能性，两者共赢才能实现信息技术赋能教学以及教

学变革的目标。技术的更新给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带来了机遇与挑

战，同时为研究者解读教师专业发展内涵及外延提供了新的思路。

虽然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学改革的变革，但是教学本身的开放性、

自主性、合作性以及教学活动的生活化、个性化都因其不同的角度、

国家政策的导向和技术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差异中的共

性是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越来越扩大化，涵盖了多种价值取向。

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是理念和技术应用的综合体，但是目前的测

量手段多时基于技术本位的调研，以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为依据，

多元价值观共存并未体现，不同技术、不同价值的特征也未体现，

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状态和特征应体现多维价值观，以此为基础

实现观念与技术应用的同步性。从需求出发，多角度探究是实现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

特征，基于时代转型中教师专业素养发展规律，探索青年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规律，以期为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地方化、特

征化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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