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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支撑与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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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

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的速度加快，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要

求明显提高。国家通过“国培计划”等项目建设了大量的培训

平台来促进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从实践来看，高职教师在服务型平台和支撑保障性团队的辅助

下通过信息化教学活动实践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速度和效果

明显优于短期集中培训。由个性化教学实践中获得的信息化教

学能力在经过专业诊断和提升之后再实践于高职教师的日常教

学，有助于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快速提升，并能够促进能

力到成果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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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是职业院校进行教学改革和职业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准备。华南理工大学张宁宁提出了一种包

括八种要素的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模型，详细研究了各

组成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国外以美国加州为代表，开设在线课

程的教师需要进行在线课程教学培训和资质认证，并在对在线课

程和开设在线课程教学的教师进行持续评估，以确保在线课程的

质量，并且建设了经过认证的在线课程教师资源库。在线课程对

学习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开始向全球开放。平台建设

与课程建设的技术服务均由平台建设企业或专业技术服务公司提

供。

在没有统一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与发

达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落差较大。存在西部地区职业院校频繁

到东部地区进行学习借鉴，但回到本地区后又发现学到的方法很

难付诸实践。开展校本培训尝试本地化生长，但又缺乏优秀的信

息化资源，不能形成教师队伍整体的信息化能力成长。在互联网

环境中，数据运行和、行为过程以及平台分析等都将形成生成性

资源。基于这些实际存在现象，文章通过研究支撑平台和服务团

队在高职教师教学实践中进行支撑与服务，探索一条辅助高职院

校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的教师的培养模式。同时，研究高职院校

本土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成长模式和符合实际需求的教学资源开

发，为信息化教学发展较为滞后的高职院校提供一种提升教师队

伍现代教育技术水  平的思路。

一、 基 于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支撑与服务模式构建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成长和提升过程可以划分为需求阶

段、探索与形成阶段、提升阶段和拔高阶段。如图 1 所示，教师

提升自我的动力主要来自时代和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个人职业

能力提升的需求、学生具备的新需求和来自激励机制的鼓励。培

训者或服务团队需要对高职教师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并进行仔

细分析，以服务与后期的支撑与保障。在教学探索和能力形成期间，

各个构成的要素方面均可能存在对信息化教学资源与便捷信息技

术的支撑需求。

图 1　基于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支撑与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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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阶段，专业的技术与服务平台支撑和专家技术团队及时

将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和有效实用的技术提供到教学一线，更加

能有助于高职教师提升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能力和转变信息

化教学设计的思路。高职教师在平台和团队的帮助下又能够在平

台上自主建设实用的信息化资源服务于教学。在此阶段，支撑平

台与服务团队需要有及时的沟通机制和保障机制，使高职教师在

教学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在该

阶段之后，高职教师对信息化教学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和理

解，并能够在教学活动中有效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质

量。将获得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转化为教学成果或形成科研成果成

为高职教师在提升阶段的迫切需求。认证或鉴定平台的指导与服

务能够帮助高职教师更 有效地将信息化教学能力转化为如科研作

品、精品课程等形式的能力成果。教师的探索与努力得到了专家

的认证与鉴定，同时又产出了优秀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对高职教

师进行信息化教学实践探索有积极的激励效果。在信息化能力提

升的拔高与成熟阶段，提升的能力孵化成为研究成果，并形成较

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将这种成果和教学经验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

诊断性地再应用于新的教学实践，能够促进高职教师在信息化教

学能力提升方面由研究型成长转变为稳定型成长。支撑平台和服

务团队搭建出教师学习共同体，实现团队协作深入的学习与深层

次的结构性转变。此时，高职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提升过程形成了

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

二、基于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支撑与服务模式应用过程

（一）支撑与服务的需求分析

在对一线高职教师进行了大量的有关信息化教学问卷调查和

问题收集，形成了较为详实客观的数据资料。对自 2017 年以来多

轮次有关信息化教学的需求调查和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见表 1。

由表可知，高职教师在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方面的主观需求主要

集中在信息化教学实践、个性的信息化化教学资源开发、便于操

作的信息化教学评价和易上手的在线教学应用等方面。迫切希望

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高职教师对信息化教学资源和易实现的信

息化环境需求程度明显较高。数据分析表明，在信息化教学应用

中高职教师遇到的问题与困难重复率较高，可以说明学校内部缺

乏有效的专业团队指导和实用型平台服务支撑；信息化教学能力

提升速度较为缓慢的高职教师对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课程资源

整合能力等方面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对信息化教学的了解

不够深入。

表 1　需求调查与问题分析表

信息化教学设计 信息化教学实践 信息化教学评价 课程整合 资源开发与应用 在线教学 教学协作 创新研究

需求关注量 22 192 238 28 187 246 16 42

问题量 128 432 466 109 502 564 92 84

问题重复量 107 204 302 76 324 312 43 54

（二）平台和团队在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期的支撑与服务

信息化教学实践是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于课堂教学，

充分发挥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体现现代教育意识的一线阵地。

研究团队与超星等第三方公司开展合作，在泛雅、尔雅等在线平

台的框架下成立了企业支撑团队和校内服务团队，立足于解决信

息化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企业团队多次到实际教学环境中组织开

展技术应用培训与指导。企业支撑团队保障平台正常运行，并通

过微信群等方式及时了解和解决教师教学应用中存在的困难，排

除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自主学习时所遇到的障碍。定期一年组织

开展两次现场思想交流和技术协助，及时了解高职教师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思考的新问题和产生的新思想。校内服务团队以研究团

队成员和计算机专业教师为骨干，及时到达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

现场或参与到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开发的过程中进行技

术指导和支撑。骨干教师在开展多次校内技术培训的同时，直接

参与教师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过程和课堂教学观摩活动，并进行

交流与探究。

（三）平台和团队对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成果孵化与认定的

服务与保障

在高职教师进行了丰富的信息化教学实践探索和充分的研究

之后，能力的提升与成果的产出需要有一定形式的呈现和认证机

制保障。相关研究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可以培养高职教师

创新思维和意识，有利于激发高职教师对信息技术整合教学的学

习兴趣，还可以促进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同时也锻

炼团队协作能力。从 2017 年开始研究团队在企业支撑团队和平台

的帮助下每年开展微课设计制作竞赛和教学能力竞赛，协助教师

参加地市级职业能力竞赛与省级教学能力竞赛。研究团队成员在

参赛作品设计过程中全程协助，进行一对一的技术支持和设计协

助。与企业支撑平台合作帮助 253 名教师初步建设了在线课程，

为教师进行网络直播授课提供了有力的服务和保障。研究团队根

据实际情况开始研究制定校本在线课程建设标准和评价标准。

（四）信息化教学能力成果再应用的诊断与服务

在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产出的成果再应用于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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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时，由于教学对象发生了变化，可能产生新的需求特点。

因此，在教学活动环节需要进行相应的评估和调整。研究团队通

过多次的听课、研课交流，为对多名教师在线上课程开发、微课

作品设计制作、信息化教学设计思想、信息化教学评价策略等方

面为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通过选派优秀教师参加省级、国家级

专家主持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理论与实践进修项目，对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进行理论性和实践性拔高培养。支撑平台和技术

服务团队根据教师在信息化教学实践活动中提出的新需求，及时

进行需求分析，制定新的平台功能，使高职教师和支撑平台得到

双赢。

四、基于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支撑与服务模式实践效果

（一）教师在支撑与服务保障下取得的成果

通过平台支撑和团队的保障服务，研究项目涉及的 253 名

高职教师中，有 2 名教师在省级教学能力竞赛获得一等奖、22

名教师获得三等奖，1 名教师获得州级职业能力竞赛微课组组

一等奖，校内信息化教学能力相关竞赛中获得二等奖以上教师

26 名。在企业团队与平台的支撑和研究团队的保障服务下，教

师自主建设完成了 579 门在线课程，部分在线课程访问量超过

百万次。教师设计制作微课视频超过 500 分钟，录制教学视频

和直播视频超过 200GB，发表相关论文多篇。教师利用信息技

术工具进行教学和管理的热情普遍提高，教师队伍的信息化教

学能力显著提高。

（二）支撑平台与服务团队的收获

企业支撑平台和技术团队通过稳定可靠的技术服务获得了教

师的任课，教学平台在教师中的信任度显著提高。在平台运行和

服务保障过程中，搜集到了大量的数据，为平台功能研发、提升

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平台产品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用户的认可。研

究团队自身的信息化管理应用能力、服务水平和学校信息化教学

管理水平也有明显提升。

（三）影响研究实践效果的问题与分析

影响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因素是多维度的。在本

研究中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如下方面的影响因素。

激励机制不健全。激励高职教师主动研究信息化教学的主要

动力只来自职级晋升、自我提升和教学业务的压力，致使教师队

伍整体信息化教学能力水平提升缓慢。应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鼓

励和引导青年教师更新教学观念，运用信息化技术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

校本支撑与服务团队建设不足。西部地区多数高职院校难以

组建专业的技术支撑团队，缺乏校内专家团队培养机制。高职教

师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过程缺乏科学指导和系统的培养。教师

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在多数情况下处于模仿优质院校操作模式的

状态，难以生成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操作模式。

需求多元化、个性化加大了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自然成

长的难度。教师和学生对信息化的需求明显趋于业务或个人实际

需求。对方式、环境、时间、包括地点等因素都存在着个性化的

期望。在移动互联开放的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与学生的个性化、

多样化成长需求相互交织融合，需要更多个体化、实用化的优质

教学资源。另外，对于能够解决高职教师业务或个人学习方面困

难的培训内容，他们不仅希望获得学习资源，更希望得到服务团

队在实际应用中的实时支持与保障。

四、结语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便捷成长路径和实用型提升方式

是教师在本校教学环境下学习信息技术应用手段、研究教学、改

进教学的本土性生长过程。专业的平台与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

积极的指导和支撑作用，才能够在信息化环境建设不充分的教学

环境下保障、促进高职院校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符合实际的信

息化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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