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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研究综述及展望 
◆李  欣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促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等发生了重大变革，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实践者，知识、

教育信息的传递者，教育信息化对教师的教育信息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要求，这使得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成为关注焦点。我国学者

对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的研究显示，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

开始重视教育信息技术，在硬件设备上投入较多，但存在监督管理不力、

培训方法单一、缺乏评价诊断等问题，导致教师现有的教育信息技术水

平尚未达到预期。未来要从师范教育阶段加强信息技术学习，重视教师

教育信息技术在职培训，全面提升教师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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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电子信

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变革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
主要因素。信息技术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教育领域也
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教育信息化与教育信息技术不断推进。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中强调，要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信息技术水平，通过培训、认证、考核
等方法，使教师掌握一定教育信息技术。由此可见。教师作为教
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其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深刻地影响了教学过
程，较高的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有助于完善教师的教学模式，更新
教学方法，改进教学观念，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因此，
教师教育信息技术的培训与应用成为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为了了解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的研究现状，为未来
提高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提供一定支撑，本文将从教育信息技
术，和教师教育信息技术两个方面，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收录的有关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的部分文献进行综
述。 

二、研究综述 
（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水平现状研究 
张屹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现状及培训建议》中

阐释，整体上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未达到预期，其中技术素养、
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三方面指标快速发展，但评价与诊断方
面十分薄弱，教师运用信息化评价方式法人能力有待提高。 

费建华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
究》认为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有显著的提
升作用，教师对于掌握教育信息技术有较强的主动性，但是教育
行政与学校管理层面对教师教育信息技术的培训，以及信息技术
相关设备、硬件设施等没有充分的资金投入，再加上教育信息技
术的应用对教师的信息技术专业性技能要求较高，导致中小学教
师的教育技术水平落后于教育信息化现有的程度以及发展的趋
势与速度。 

郭莉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成本效益探讨》认为我国中小学
教育信息技术投入大但收益没有达到期望水平，教育信息技术的
投入主要在技术设备、硬件设施，对教育信息学技术人员培训、
管理等的投入占比太少。 

钟欣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研究》调查分析得出，
学校对教育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深刻影响教师对教育信息技术
的积极性及其水平，且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水平与教师的年龄有明
显的相关关系，年龄大的教师因职业倦怠等原因，更容易故步自
封，应该针对这类教师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调动其积极性。教
育信息技术可以划分不同等级水平，激励教师积极考取；针对不
同学科的教师进行分班分组培训；加强对培训效果的监督；可以
举办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比赛，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力争上游。 

俞利君的《国内外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现状的调查》表明，
目前我国虽然在教育信息技术方面仍处于初步阶段，但是国家高
度重视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以及教育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已经

基本上建立了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网络。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
训现状的主要问题是各学校校园网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育
信息技术的运用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教学活动的实践；教师教育
信息技术水平堪忧。 

（二）我国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研究 
郭晓梅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模式的研究》阐明我国

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对教师进行培训的专
家教员和培训内容经常脱离实际的教学实践；部分教师的职业感
不强，水米不进，学习动机低下。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信息技术
培训模式可以做出以下调整，即充分利用网络培训和校本培训；
以培养教师的信息素养为目标；建立完善各项保障制度。 

刘向永的《综观教师信息技术培训》认为，目前还有部分一
线教师对教育信息技术持中立或者害怕恐慌的状态；教师上课、
假期时间都要进行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增大了教师工作学习压
力；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形式类似应试教育，过于重视对教师
们进行教育信息技术的灌输，且集体授课的方式忽视了不同学科
教师的不同需求；培训者及培训机构缺乏学校课堂教学实践经
验，容易将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割裂开来。 

吕艳芬的《中小学教师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通过国内外教师信息技术教育对比，认为我国教师信息技术
教育没有充分挖掘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培训方法略为单一，
忽视了社会资源的利用，培训内容上也缺乏一定的实践性。 

费建华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
究》中指出要从加大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与应用的资金投入、抓住
教师职前教育即师范教育的教育信息技术的培养、加强教师在职
培训等方面提高教师的教育信息技术水平，推动教育信息化发
展。 

王卫军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指出目前我国教
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方法主要是集体培训，还存在缺乏标准化、
诊断评价缺失等问题，教师教育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需要职前培
养、教学实践、在职培训、自主学习，协作交流等协同发力。 

陈旭峰的《中小学教师教育信息能力的分析和发展对策研
究》认为我国培训内容难度要求较之国外较高，信息技术与教学
课程的整合程度较之国外较低，我国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过于
倾向技术性而忽视了实践性和针对性。实施方法上，较之国外，
我国培训缺乏社会参与；培训评估上，我国培训评估缺乏标准化。 

杨福义的《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基于全国数据库的实证分析》阐明我国中小学教师教
育信息技术应用率整体偏低，其中城市教师的应用率高于农村；
男性教师的高于女性教师；年龄较小的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率
高于年老教师；教师学历越高，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率越高，不同
专业背景的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率存在差异，理工科教师利用
率高于文史哲教师。 

李祺的《论教育信息技术》指出，我国学校及课堂中教育信
息技术应用存在以下误区：一、没有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过于
强调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忽视了电化教学。二、学校仅仅重
视教育信息技术的硬件设施建设，教师教学实践中的电教教材过
于倾向技术性而忽视了教育性，并且过于重视参与课件评比比赛
等活动。三、忽视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在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
面的区别。四、电教机构学术化，尤其在中小学，普遍出现了电
教人员承担教授信息技术课程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推进学
校教育信息化。 

三、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与应用发展展望 
一、国家重视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要给予教育信息技术发

展充足的财政支持，建设并完善各地区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学
校的信息技术设备和硬件设施，推进教育信息化。同时各级教育
部门要加强对学校的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及应用的监督管理，
提高教师教育信息技术的利用率及绩效水平。 

二、在教师资格认证考试环节加强对信息技术层面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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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信息技术在教师资格认证内容中所占的比重。目前我国
教师资格认证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学
科知识与能力，缺少对参与者教育信息技术能力的考察。未来教
师资格认证考试可以增加针对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的机考，或者对
参与者计算机水平提出一定的要求。 

三、重视教师的在职培训。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终身教育、
“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对教师各方面技能素质的更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国家要制定相关教育政策、教育法律法规，提高教
师教育技术培训的规范性。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法对学校的教
师教育信息技术培训进行监督管理，通过考核奖励等手段调动教
师培训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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