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385  

教学实践 

浅谈“云平台”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李华伟 

（成都市马家河小学  四川成都  610043） 

 
摘要：教育云平台通过以虚拟云端管理系统为核心，利用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整合了传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实现了教
育资源共享化。本文主要探讨基于武侯区建立的“三顾云”教育信息化
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实现了教与学的智慧化，促进了
教师的协作交流，搭建了信息化社区，对传统的信息技术教学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和改变。 

 
 

教育信息化的实质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信息化
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助推教育现代化进程，实现
教育的新改革。教育云平台作为第三代互联网学习平台，通过以
虚拟云端管理系统为核心，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整合了传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具有降低硬件设施投
入资本、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等诸多优势，能
够有效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前，武侯区建立的“三顾云”
教育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以“提质、减负、增效”为目标，立足
区域教育信息化服务统筹发展，涵盖智能教学教研、资源共建共
享、人人通交互社区、教育大数据管理、信息化服务统筹等功能，
基本具备了“大平台”的形态。教育云平台到底可以为教育教学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笔者就此谈一谈自己在教育云平台环境下
进行信息技术教学的应用体会。 

一、利用教育云平台，实现智慧教与学 
智慧教育是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模式，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其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基本特征是开放、
共享、交互、协作。信息技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在教学方式
方法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在教学进度、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上具
有异步的特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充分的交互特点；学习方
法上具有典型的相互协作的特点；教学内容及教学结果评价具有
开放性等特点。因此，教育云平台辅助教学对信息技术学科教学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布置预习作业，借助微课加强学生自我学习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行为，提高学生自学

能力，是提高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关键，也是新课程
改革工作持续深入进行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教师充分发挥教育
云平台的网络教学优势，通过广泛收集微课资源、自主制作微课
等方式，引导学生借助教育云平台进行课程预习和复习，从而不
断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深化学生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促进学生
思维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由于信息技术课程每周只有一节课，几乎没有学生能在课外
时间去自学信息技术知识，所以预习安排在正式授课的前 5 分
钟，教师布置微课学习作业，引导学生使用微课进行课程预习，
以预先了解当的课程内容，并对课程内容产生自主性的思考。微
课就是针对某一教学内容或知识点的讲解微视频，具有主题突
出、内容简洁、形式丰富等特点，视频平均时长在 3-5min 左右，
可有效满足小学生的学习探索需求。在这里，学生的学习时间可
以自由控制，根据自身情况酌情进行，也可以自己把握学习进度
和内容，能轻易掌握的可以一带而过，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可以
反复多看。通过自主、自由、自定步调的课前预习，学生对新课
内容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教学难度有效缓解，势必就会在课堂
学习中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态度。 

（二）制作课程包，借助教育云平台开展线上互动教学 
1.备课自由自在 
教育云平台为教师提供了突破时空的限制的个性化电子备

课系统，在教育云的教育数字内容资源库中，教师可以自由选择
电子教案，可以参考借鉴其他教师的经验，轻松整合多元化优质
资源，自动生成具有自己风格的电子教案，实现个性化的备课，
提升教学效果。 

2.教学热烈互动 
基于云计算教育技术的移动电子书包作为新一代智能化移

动学习模式，成为教师的教学工具和学生的学习工具，教师终端
和学生终端将有更加密切的连接和教学上的互动。 

教学《重走长征路——电子小报制作》一课时，本节课主要
是让学生了解电子小报的组成部分以及如何搜索整理小报素材。

通过观看小报范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接下来教师让学生自己
上网搜集资料，了解小报的组成部分。当要展示自己作业的时候，
教师就将该同学的电子书包在电子白板上转播，所有学生都能看
到他的作业。学生的展示多种多样，有的通过文字内容介绍，有
的通过表格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有的通过简笔画方式绘制，丰富
多彩的作业不仅让老师了解了孩子们的特点和特长，更有助于同
学们的分享和互相学习。在知识探讨环节，通过在线答题的方式，
促进孩子们的课堂反应能力，提高课堂效率。 

3.作业保存无忧 
课后，教师可以布置在线作业，学生将作业提交到教育云平

台上，方便保存。在进行小报制作或编程练习时，往往需要学生
花几节课的时间来完成任务。由于机房一般是禁止学生使用 U
盘的，学生只能将未完成的文件存储在指定的文件夹中。但是这
样做很不安全，如果遇到机器损坏需要更换维修、调皮的学生误
删除等情况，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即使下次上机还能找到自己的
文件，由于硬盘空间共享，任何使用这台机器的学生都可以查看
该文件，毫无私密性可言。对这种情况，学生经常心生抵触。教
育云平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登录云平台，就可以在作
业列表里看到自己每次提交的文件，可以下载到本地磁盘，继续
完善。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在线题库组织试卷，不仅制卷轻松，
阅卷后可以得到试卷的数据分析，免去教师繁重的统计，可以提
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二、利用教育云平台，实现教师协作交流 
（一）教育资源共享化 
教育资源的共享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本要求。通过搭建教

育云平台，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统一整合与管理，轻松解决教育
资源封闭化、孤岛化问题，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化。在教育云平台
中，教师只需要把自有资源分享出来，便可以轻松获得教育云平
台中其他教师共享的教育资源。各种多媒体教学资源与教科书进
行充分整合后，教师能够利用网络化、数字化进行资源的下载与
学习。通过强大的教育云资源共享平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源
的获得者与贡献者，真正做到信息化教育，实现现代化教育。 

（二）网络教研实时化 
在传统的教研活动中，要在规定时间于指定地点，与已限定

的人群进行限时的教学交流活动，且教研的具体内容难以被妥善
保存，教研结束后想再回顾精彩时刻非常之难。随着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网络教研已经成为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载体。借助
教育云平台，开展网络教研能较好地克服传统教研活动中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更便于加强教研员、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与研讨，
更适应信息时代教研员、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能更加有效地
引领教研员、师生参与教学改革与创新，构建起开放的、丰富的
教学教研资源库，是创新教研形式，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利用教育云平台，搭建信息化社区 
随着学生年龄增大，很多学生不愿直接与教师面对面的交

流，而教育空间不仅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时空距离，更重要的是
心灵间的距离。通过班级空间平台，学生与教师可以自由交流，
互相留言，倾诉自己的情感与困惑。通过个人空间，教师能更好
地洞察学生的心灵世界，教师与学生交流，与学生共同探讨，为
学生排难解惑、指导行为，给学生更多人文关怀，把工作做到学
生的心里去，让学生可以健康、快乐地学习、成长。 

四、结束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云平台的推

出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中是一个成功的应用。对于学生而言，教育
云平台建构了宽松可控的学习环境，使其能自主选择合适的学习
手段；对于教师而言，教育云平台资源共享和教法互补，让我们
在面对三尺讲台时游刃有余。在教育云平台应用推进过程中，已
经得到了一些实践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例如：普通教师在上传教学资料时只是单纯上传，造成了教学资
源的堆积，那么，如何能让教学资源的建设更具动态性，使其服
务于师生个性化的教学需求？学生在使用电子产品学习时，能否
有效地控制在学习方向上？如何控制学生的自律能力？这些问
题都需要我们使用更为有效的手段来不断地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