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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教材作为课程教学主要材料，对教学重要性不言而

喻。目前，教材研究已逐步成为教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跟随时代进程，体现信息社会高素质人才培养要求。新

高考背景下，信息技术有望成为高考选考科目，而信息

技术的加入将撬动我国更深层次的教改。重大转机面前，

教材的合理性、科学性、适考性在这场变革中显得极为

重要，教材改革势在必行。此外，信息技术课程显著的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21-XJ21042，黑龙

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ZJB1421113

作者简介：

丁蕊，女，辽宁台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基于搜索的软件工程、现代教育技术、群智

能算法，邮箱：dingrui@mdjnu.edu.cn；

马娆，女，山西太谷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教

育技术，邮箱：maraoya@163.com；

廖佳慧，女，成都崇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现代

教育技术，邮箱：ljhuiself@163.com。

前沿性特征，也要求教材及时革新。

因此，开展面向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的研究工作，是

对教材研究的补充，更是为教材改革铺垫，为信息技术

课程发展助力，为教学体制改革献力。本文分析国内教

材研究的进程、研究来源、研究群体，梳理教材研究方

向、研究热点和研究现状，为我国教材研究提供思路。

二、国内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研究

研究运用布尔运算，以“高中信息技术”同“教

材”、“教材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交叉

运算，检索相关文献 511 篇，同时利用文献共引、共被

引分析，“滚雪球”筛选文献 58 篇，包含期刊文献 29 篇，

优秀硕博士论文 29 篇，其中核心期刊文献 11 篇，占比

期刊 37%，总文献 18%。文献检索时间始于 2001 年 1 月，

时至 2021 年 12 月，跨度约 20 年。

1. 文献数量分析

文献数量分析可以显示文献的发表时间，发表数

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体现该领域的研究状态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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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

图1　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相关文献发文量统计

（1）发文总量研究

2000 年北京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

议”，会议将“计算机”课程更名为“信息技术”；2001

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通

知，在此契机下，高中信息技术课程逐步成为高中必修

课程。李战鹏教师首发文章《高中信息技术教材 WIN98

版 使 用 体 会 与 建 议 》[1] 宣 告 信 息 技 术 教 材 研 究 萌 芽；

2003 年教育部印发 2003 年新课程标准，相关研究稳步发

展，2005 年，第一篇核心文献《现行高中信息技术教材

述评》[2] 在《课程 . 教材 . 教法》发表，2012 年发文总量

才出现第二峰值，可见政策导向、教材实践、教材研究

三者之间存在时间差。同样，2017 年新课程标准印发，

研究量于 2020 年才出现最大增幅；2021 年出现目前最高

峰值，且有望进一步走高。

（2）发文总量与类型关系研究

相关系数是衡量变量间线性相关程度的重要指标。

通过对发文总量相关性系数计算，硕博士论文相关系数

0.65，大于期刊文献相关系数的 0.62。换言之，硕博士论

文研究引领着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研究；与教材变革关键

节点，即 2001 年、2003 年、2017 年相比，期刊文章对政

策的变化更为敏感，这是由期刊中“教材解读”类型文

献对政策的高敏感性导致的。

（3）发文类型研究

由图 1 可知，期刊文献与博硕士论文发文趋势有较

为显著的差别，如 2003 至 2008 年、2013 年至 2015 年等，

研究证明，二者研究方向、关注重点存在差异，其各自

为营的研究现状也反映出，该领域缺乏全面、系统的理

论指导。

2. 文献来源分析

文献来源分析可探测该领域研究的资源分布，主要

刊物，主要来源，进而推测研究主要区域。研究可知，

教材研究主要发表刊物有《课程 . 教材 . 教法》、《中国电

化教育》等；将期刊投稿单位进行转换发现，该领域主

要的研究阵地是东北高校。

3. 文献作者分析

作者分析可表明主要发文作者、研究主要群体，进

而推测群体研究现状。作者发文量研究显示，教材的主

要研究学者是董玉琦、任友群、刘力教授等；作者类型

显示，教授、学者、编辑都在该领域有相关成果，类型

丰富；此外，期刊作者来源显示，高校类作者发文量 12

篇，包含核心期刊 6 篇，其发文数量较低，认可度较高；

编辑类作者发文 9 篇，广东、浙江编辑较多，粤教版、

浙教版出版单位更关注教材研究；教师类作者发文 8 篇，

发文量低，发文包含 5 名江苏教师，地区差异性较高，

且缺乏持续性。

4. 教材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研究中的新词即突现词，表示某一时期使用

频率突增的关键词，可以反映这一时间新的研究热点，

研究可知，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有学科素养、教材使用

及新课标导向。

近年来，核心素养成为学科的研究热点，对此，专

家学者从教材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如刘茵等（2020）

立足新时代学科素养的角度强调信息素养 [3]；卢海琳

（2021）取用十本教材，根据核心素养的四个维度比较

五版教材 [4]，发现教材总体缺乏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应用；

卢蓓蓉等（2016）立足国际视野，通过对国外信息伦理

教育政策和课程标准的梳理，对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的信

息伦理教育内容进行设计统计，提倡要提升信息伦理教

育的深入性与有效性 [5]。

同时，教材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其“使用”效果一

直是研究的经典话题。如王慧（2003）规划出基于网络

的多媒体教材系统模式 [6]；贾成净（2006）从文字教材、

光盘、教学支持平台三方面进行立体化教材设计 [7]；施

雪飞（2012）将“创感教育”理念融入校本教材，以促

进学生的创新性培养 [8]；左燕（2012）基于全人教育理

论开发教材 [9]；马丽（2013）运用课程教学设计理论搭

建校本教材整体框架 [10]。

此外，作为课程的开发导向，政策对课程的作用不

言而喻，集中体现在新课标对于教学内容的组织引领当

中。苏耀忠（2008）在研读课标基础上，对比分析五套

教材编制特点，强调教师要领悟新的教材观、自主构建

教学平台、开发课程资源，强调教材及其使用要重视学

生主体、回归学生生活 [11]；陆丽竹（2021）通过问卷、

访谈调查，设计了“课程思政”渗透内容维度表，从科

学精神教育、价值观导向教育、良好品德养成教育以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四个维度用内容分析法对粤

教版、浙教版教材进行分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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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启示

本文从研究的数量、来源、作者、关键词方面，总

结了国内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

指出目前研究挑战，以促进教材研究深入发展。

（一）教材研究缺乏理论指导

课程的特殊性、时代的机遇性使得信息技术教材与

其他课程有明显区分。目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由于研究理论的缺乏，研究思路因循守旧，研究成果

不成体系，实践引导不成合力。只有抽象出贴合课程的

研究理论，引导实践，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教材研究深

化。因此，教材研究的理论建设是目前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教材研究需要及时性、创新性

同其他基础教育课程相比，现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其教材的理念、内容等紧跟时代变化，根据课程标准不

断革新，教材研究也应保持同步的前沿性。因此，及时

性、创新性对于信息技术教材的研究是额外重要的。研

究人员应关注教材的新版本、新理念、新思路，保持研

究的高敏感性。

（三）教材研究要勇于打破传统

新高考背景下，信息技术教材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

使命，要想真正撼动教育改革，教材研究必须回归教育

原点，总结应试教训，敢与传统对弈。不局限于前沿的

教材内容、创新的教材形式、灵活的教材应用，不拘泥

于课程现状。给予教材、教学群体更多自主权，是后续

研究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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