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92020 年第 3 卷第 2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研讨与培德

基于 TPACK 的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
季晓明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1）

摘要：本文以 TPACK 教学框架为基础，首先对当前高职教师

信息化教学现状展开分析，而后根据调查结果，对出现上述现象

的本质原因展开剖析，最后提出环境构建、培训与考评机制建设、

竞赛完善与深度普及以及创建 TPACK 社区等基于 TPACK 理论的高

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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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 TPACK 理念，在徐州职业院校 220 名在职教师深度

调查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问题，

以期为职业院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一、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信息化教育技术的革新，信息化教学早

已脱胎换骨。但是一部分教师仍然受到原来课件教学的影响，认

为信息化教学就是一种简单的辅助方法，运用时生搬硬套，难以

真正发挥信息化教学的真实作用；另一部分教师则专注与教学大

赛或者案例制作，并没有将其落实于日常教学之中。此外，还有

一些教师过于重视技术的辅助性，而忽视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也

导致信息化教学的应用出现问题。

二、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根据对我校 220 名在职教师深度调查发现，13.5% 的教师没

有使用信息化教学的习惯，53.7% 的教师仅利用多媒体、微课等

基础的信息化教学设备与内容，26.4% 的教师在参加课程大赛或

金课设计时会采取信息化教学途径，而只有 6.4% 的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会关注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与运用效果。由此不难发现，出

现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缺乏环境氛围

信息化教学的基础需要良好而完整的信息化环境，其中包括

大量的信息化设备、良好的网络体系、多功能教室、网络资源库等，

同时也需要教师拥有正确的信息化教育意识，但目前高职学校的

信息化基础建设不完全，教师的意识观念也不完善，导致环境氛

围并未成型。

（二）缺乏培训机制

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必须要依靠培训制度，高职院校当前

并没有良好的培训活动与制度，同时缺乏考评机制的限制与要求，

导致教师的主动学习意识和职业发展动力不足。

（三）缺乏外力推动

学校对于信息化教学的重视，是推进教师发展的重要外力。

但目前学校开展的关于信息化教学的竞赛、教研活动并未达到普

及，同时学校也没有建立良好的教师交流平台，导致教师只能以

个体研究为方向，限制了发展的速度。

三、基于 TPACK 的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

（一）构建信息化环境，提升教师意识

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推进过程中，信息化教学环境是

建设基础，TPACK 框架是行动基础。首先，高职院校不仅要加强

校园网络的建设，还要推进各项设备终端的建设，尤其对于多媒

体实训室、多功能教室、信息化教学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库等关

键内容，必须要以不同的专业进行合理划分，让教师可以十分自

然地将与专业对应的技术设备运用于课程教学之中。其次，引导

教师建立 TPACK 意识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为了让教师能够正确

对待信息化教学的应用目的，建立最基础的信息素养；另一方面

则是要推动教师掌握主动而合理的信息技术应用意识，能够按照

TPACK 框架将课程内容、信息技术以及教学方法进行融合，进而

达到基础的信息化教学水平。

（二）实施跟踪化评价，强调能力发展

要想借助 TPACK 框架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还必须要

通过建立培训与考评机制，推动教师学习的积极性与效率。第一，

培训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应针对教师展开全面的培训

活动，一方面要从基础的信息化设备使用技巧开展，引导教师利

用设备终端对课程内容进行处理与加工的能力，保证教师可以设

计出可行性、高效率的信息化课程；另一方面则要加强 TPACK 框

架意识的理论学习，从信息化教学的本质、目的、基本形式、实

施策略等多个角度展开调研，从理论上建立信息化教学基础。

第二，需要完善考评机制。教育评价是提高教师教育质量，

促进教学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不仅可以诊断和导向教师的教学

进程，还能激励和调节教师的发展态度。高职院校应建立明确的

发展要求与标准，定时进行检测，未达标教师需要及时整改；同时，

可以将教师薪资福利与培训成果以及实践教学效果挂钩，激励教

师强化自身能力。

（三）组织信息化竞赛，普及深度应用

要想推进 TPACK 框架对教师的深入影响，高职院校还可以

以 TPACK 框架为基础，组织信息化教学竞赛，要求教师立足于

TPACK 理论，将信息化教学技术与课题研究充分结合，一方面可

以提升教师的实践经验与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深化教师对信息

化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则为大量青年教师提供了学习机会，可

以从竞赛之中学习和总结重点要素，把握 TPACK 理论的实施特点。

此外，在竞赛结束之后，院校还应开展推广活动，将获奖的信息

化教学模式在全校推广落实，在日常教学中逐渐普及并优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教育发展进程中，高职院校应坚持以

TPACK 理论为基础，通过环境构建、培训与考评机制建设、竞赛

完善与深度普及以及创建 TPACK 社区等方法，有效提升教师的信

息化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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