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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互联网+”时代中职教师个人知识管理问题与对策 
◆郝丽莎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江苏徐州  221131） 

 
摘要：“互联网+”时代教师需要将信息技术与工作领域相结合，拓展教
学资源。当前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提升教师知识管理水平，
需要运用知识管理工具整理知识，搭建云教学平台，建立制度保障机制
等措施，为中职教师个人信息管理提供新思路，促进教师实现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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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知识管理的内涵 
“互联网+”时代个人知识管理向网络化、知识化、碎片化、

终身化转变，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分为显
性知识和隐形知识，显性知识的管理强调人际沟通的方式，提高
知识创新的效果；显性知识的管理主要是运用信息工具增加知识
的流通与扩散。知识管理是将隐形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对知识
进行有效管理后所发挥的创造、分享、加值等功能，是推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方法[1]。 

二、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获取缺乏主动性与针对性 
笔者通过观察、访谈发现，教师在备课环节，在知识获取方

面，投入精力相对较少。中职教师所授课程大多自带电子课件，
多数教师更愿意采用随书课件，问卷调查显示，少部分教师愿意
在下载课件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完善，另有教师则是全盘“拿来主
义”。部分课程，教师已经教授多次，教材相对熟悉，然而授课
内容却始终千篇一律，教学资源库没有任何更新，教师的知识库
也没有建立。 

部分教师表示愿意在备课环节搜集相关章节的动画等各类
素材资源，但是在实际搜集与获取的资源和授课内容匹配度却不
高。笔者在公开课观摩时统计了教师在课上合理使用教学资源的
次数与节点并结合评课时的授课教师的自述，谈及未能有效运用
微课时，有教师表示百度上没有对应资源或者无法下载。分析其
根源是教师对知识获取的平台知之甚少，仅仅停留在百度搜索引
擎，信息素养欠缺，导致在知识获取环节障碍重重，即使遇到好
的资源，因为下载权限等原因望而却步。长此以往，教师知识获
取的能力与主动性日每况愈下，课堂难以锦上添花。 

（二）知识存储表现单一性与无序性 
在信息时代，知识的存储发生了变革。笔者通过观察，教师

普遍对知识的存储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不能及时梳理近期文
件。课件、教案、计划、班主任等日常资料占据了教师电脑桌面
的“半壁江山”，文件命名方式无规律，素材放置位置随意，当
需要某一文件时，查找费时费力，事倍功半。尤其对于重要文件
不能及时云端备份，遇到电脑系统崩溃则功亏一篑，束手无策，
导致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对于网络下载的素材资源，缺少管理、
分类与更新，没有灵活运用互联网工具辅助管理，重复下载已有
文件等。 

（三）知识转化鲜有创新性 
教师获得和存储知识后，缺乏对知识的转化、创新、整体设

计。调查研究发现，教师愿意尝试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知识的二次
加工，但有时会因为不会或者不善于使用而放弃，例如日常教师
接触较多的是 office 软件的部分功能尚未能被挖掘使用；教师不
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参加专题培训后往往以纸质笔记的形式记录
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存在培训后束之高阁，不再问津的情况，
知识遗忘较快；学院智慧教室的希沃互动白板云平台的使用率不
高，使用时间不均衡，平时鲜有教师使用智慧教室授课，但在教
学大赛备赛期间却密度集中。 

三、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对策 
传统纸质知识管理的时效性与复用性较差，无法进行快速搜

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云时代互联网管理工具为知识的
收集与加工提供便利，教师合理运用工具，对既有的经验、笔记、
碎片化、零散化的知识进行总结、提炼，使之结构化、系统化，
方能使知识创新、增值，有效利用信息工具发表观点、交流思想、
开展合作、解决实际问题[2]。 

（一）知识获取与沉淀——高效管理工具 
掌握知识重要还是获取知识的能力重要？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获取知识的能力即为搜商。知识收集获取阶段，
教师能够判断所需信息，高效获取信息的途径，进一步提升信息

素养。百度、搜狗、谷歌、必应等搜索引擎均有各自独特的资源，
其中搜狗搜索引擎支持知乎、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搜索。教师通过
锁定关键词，高效筛选所需资源，同时提高甄别能力。笔者在使
用时搜索引擎时，以图搜图的功能可以根据需要快捷查找任意图
片，获得高质量图片，利于后期课件的制作。Firefox+插件下载
视频工具、IDM 下载工具可以支持主流视频的下载，实现了相关
教学资源的本地化。 

知识沉淀阶段，教师借助资源管理工具建立对应“仓库”并
通过归类、去重、添加标签等方式对文件或信息进行基本管理与
快速检索。瞬间产生的教育智慧火花抑或专项培训内容的梳理，
将知识进行数字文档化，例如运用 Mindly 等思维导图工具可以
辅助教师完成知识的沉淀内化，有助于形成思考风暴，信息再组
织。授课大纲，单元总结，任务计划均可运用思维导图，简洁明
朗，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图文并茂，纲举目张；选择百度云、
坚果云对文件进行结构管理，减少电脑内存消耗，避免了数据丢
失的烦恼；有道云、OneNote 等笔记可以实现云端碎片化知识的
整理，手机和电脑的实时同步，任意时间地点访问设备均可获得
云端文件，避免只能在电脑端办公查阅的不便。 

（二）知识分享与创新——云端教学平台 
互联网给教育提供了更大的平台，用技术的力量推动教育的

升级。备课环节，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云端教学平台进行素材的搜
集、课件的制作等。在信息化教学比赛中我院教师充分利用蓝墨
云班课、雨课堂等教学平台展开教学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贯穿课前、课中、课后；智慧教室的希沃互动白板，实现了知识
的快速呈现和教学互动，云资源库为知识传播锦上添花，教师更
加专注教学引导和答疑，大大提升教学效率，教学效果显著。 

除了以上教学平台，笔者在此介绍的是 101 教学 PPT 备授
课一体化教学工具，选、创、存三步完成课件制作。教师选择备
课章节，系统自动生成教学资源库供教师使用；创建课件，教师
利用提供的图片、视频、音频完善课件并建立趣味习题；保存课
件，可以将制作好的课件上传云空间。手机端连接电脑可以实现
翻页操作，通过手机端拍照、拍视频，实时点评学生的操作，传
统教室转变为智慧教室，纸质媒体转变为电子媒体，让教学更加
互动开放，学习者融入、分享、收获，课堂智慧与趣味并存。 

（三）知识管理习惯的建立——自我管理与制度保障 
教师针对“互联网+”时代知识学习的变革方式，建立知识

管理体系，实现大脑思维逻辑化的管理[3]，提升个人竞争力。时
间管理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使用番茄工作法，
工作和休息的交替，通过计划、跟踪、记录、分析的步骤处理日
常繁杂的教学、班主任工作事务；运用敬业签设置多维提醒事项，
多端数据同步，PC 端和手机端登录同一账号，微信提醒紧急待
办事项，时间轴永久保存，提高工作效率。 

开展知识管理工具的应用培训，运用头脑风暴法在展开学习
交流活动，集思广益，梳理出合适的知识管理方法。例如以教研
组为单位设立教师讲坛，每周指定教师按照计划开展教研活动，
阐述思维导图、方片收集、搜索工具、希沃互动白板等知识管理
工具使用方法专题培训。培训与考核相结合，将管理工具的应用
能力纳入考核，通过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等方式，激发教师学
习新技术，扩充知识库，注入源头活水，创新知识管理模式。 

四、结语 
传统文档数字原住民学习方式的改变，促使教育方法的革

新。教师借助技术更好地实现个人知识管理，但技术并不是知识
管理的全部。教师需要合理运用工具，提高自主管理知识的意识，
搭建终身学习体系，运用新工具进行知识收集与分类，初步构建
个人知识库，优化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效率，实现个人专业发展，
满足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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