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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已经成为影响高职院校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进程的关键

因素。文章剖析了“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重要性，分析了高职院校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现状，从学校

层面探讨了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策略，从信息意识的培养、信息技术能力达标培育体系的构建、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营

造、信息技术应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几个方面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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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rov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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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China 438002）

Abstract: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upgrad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of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bes into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from the school level. 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standard training system, the creation of information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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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全面

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

拓展，使之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适应信息社会发

展的要求，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学习、生活中

问题的能力成为必备的基本素质。[1]教师是教育信

息化实施的关键，是教育信息化2.0行动的参与者、

实践者、推动者和创新者。高职院校提升教师信息

技术素养，能推动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实

施，能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实践应用，能加

快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1“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提升教师信息技术

素养的重要性
“互联网+”是指在信息时代、知识社会的创新

形态推动下由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通过互联网

的优势，对传统行业进行优化升级转型，使得传统

行业能够适应当下的新发展，最终推动社会不断

地向前发展。“互联网+教育”是互联网思维在教育

领域下的实践成果和教育形式，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分别是“互联网+课程”“互联网+教学”“互联

网+学习”和“互联网+评价”[2]。“互联网+教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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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联接教育使之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

势，颠覆了学校的传统结构，将传统教室中发生的

教学活动转移到了互联网环境中，一切教与学活

动都围绕着互联网进行，老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

在互联网上学，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知识在互联

网上成型。

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是指教师知道如何利用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获取相关教育教学信息，以便对

信息环境中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做出设计、应

用、评价、管理的新型综合教学能力[3]。“互联网+教

育”要落到实处、见实效，仅靠技术与硬件的更新

换代是不够的，需要教师发挥作用，因此，教师的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尤为重要。在“互联网+教育”背

景下，信息技术能力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师提高

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和必备职业技能，信息技术

素养也成为了高职院校教师的必备素养，教师对

信息技术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高职

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

术素养，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推进教育信息化和教

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2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现状分析
2.1 信息技术认知有偏差

“互联网+”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提高了教师

的信息意识，但在信息的认知或者寻求信息的认

知上出现了偏差。首先存在信息技术认知缺乏现

象，部分教师对信息技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知，

把信息技术等同于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且对职

业教育信息化进程关心不够、参与不多，缺乏敏锐

的信息感受力。其次是信息获取途径有限，部分教

师只会简单地从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而对利用

专业的搜索引擎、大数据、云平台获取专业前沿知

识的能力相对落后，没有认识到信息资源对教育

教学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专业教学平台资源

开展教学，获取信息的手段过于单一。第三是部分

教师信息道德意识谈薄，没有信息主体意识和信

息守法意识，对在知识传播领域内抄袭剽窃、非法

使用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习以为常。

2.2 信息技术教学水平待提高

“互联网+教育”环境下的教学活动，要求观

念、组织、内容、模式、技术、评价、环境等一系列因

素信息化，这对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能力有较高

的要求。但部分从教多年的教师存在计算机技术

应用不熟练、教学平台使用不精通、信息资源整合

和处理有困难的现象。2020年下半年，在对某高职

院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教师开展信息

化教学时遇到的主要困难”调查时发现，参与调查

的92名教师中，64.13%的教师在进行信息化教学

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缺少信息技术应用知识和

技能”，如表1所示。
表1 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选项

缺少时间准备

缺少信息技术应用

知识和技能

缺少信息化教学的

硬件设施

缺少信息化教学软

件（平台和资源）

其它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41

59

56

47

9

92

比例

44.57%

64.13%

60.87%

51.09%

9.78%

2.3 信息技术教学资源开发能力不足

“互联网+教育”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网上教学

系统，既包括互联网硬件设备和平台载体，同时也

包括支撑实施开展网上教学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教

学资源。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不少教师教学资源

开发能力明显不足，“互联网+”教学平台中展现的

大多数都是文档或是代替黑板的文档式PPT，或是

“拿来主义”的学习资源，而不能根据教学实际情

况针对性地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在调查中发现

45.65%的教师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进行信息化教

学设计，而54.35%的教师认为自己进行信息化教

学设计“有一定难度”。

2.4 信息技术教学积极性不高

有些教师缺乏信息技术教学能力提升欲望，

对“互联网+教育”环境下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

术不想学也不愿学，对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

教学意识不强，不愿尝试信息化教学模式和教学

手段，始终以传统的教案、教法，以不变应万变，没

有跟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时学校层面没有

完善信息技术应用激励机制，缺乏持续有效的信

息技术教学培训体系，缺乏具有实效性的评价考

核体系等，教师信息技术教学能力的发展没有保

障制度，发展空间大打折扣，达不到有效提升教师

信息技术素养的目标[4]。

3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提升举措
3.1 培养教师信息意识

高职院校要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提高教

师获取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更好地为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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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服务，首先就是要培养教师的信息意识，让教

师对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产生兴趣和欲

望，形成信息技术需求动机，从而进一步主动自觉

学习和利用信息技术。信息意识是可以培养出来

的，但也不是靠一两次讲座或几个培训学习活动

就能达到目的的，培养信息意识是一个系统的、循

序渐进的过程，学校要通过校方的行为、政策、激

励机制对教师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领式培

养，逐步转变教师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活动，从而达

到培养教师信息意识的目的。

3.2 构建信息技术能力达标培育体系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达标培育体系的

构建要结合学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遵

循分层性、可操作性、合格性的原则，将培育内容

按岗位应用需求分若干个模块，将培育人员划分

不同类型，将培育深度划定不同等级，采用螺旋递

进的培育方式，逐步全面提升高校教师信息技术

素养。培育内容可以按“信息技术基础、新技术应

用、信息化领导能力、信息化管理、信息化教学、信

息收集与利用、教学资源制作、信息技术综合运

用”等方面划分为若干模块；培育人员可以按教师

的工作性质或工作岗位划分为“管理人员、教学人

员、技术人员”；培育深度可以按教师的工作需要

或岗位需求分成“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等级。高

职院校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学校的信息技术应

用现状和发展需求提炼出适合本校的信息技术能

力达标培育体系。

在开展信息技术能力达标培育过程中，高职

院校要做好全局谋划、统筹安排，发动全体教师积

极参加，应培尽培，不漏一人。制订两年一轮回的

培育标准，定期开展分层次、分等级、分类别、分主

题的线上线下培育活动，建立培育时间达标考核

机制，要求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教师每年必须参加

规定课时的培育学习任务，完成培育任务并通过

考核的教师，学校颁发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合格证，

没有通过考核的教师，将继续参加下一轮的信息

技术教学能力达标培育学习。学校可以边培育、边

总结、边完善，逐步构建和优化信息技术能力达标

培育体系。

3.3 营造信息技术教学环境

信息技术教学环境是教师开展信息技术教学

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有配置好相应的软硬件教学

环境，才能为教师广泛开展信息技术教学活动提

供用武之地，才能为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提供

基础保证[5]。营造信息技术教学环境是教育信息化

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可以

从两个方面协同发力建设信息化教学环境。硬件

环境方面，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网络设

备，拓宽网络带宽，引进现代化教学设备，建设一

体化教室、多媒体教室、智慧教室、虚拟教室和计

算机机房等，实现教学区域无线有线网络全覆盖

和教室硬件设备全达标的基础环境建设。软件环

境方面，要积极搭建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智慧

云课堂教学平台，购置、升级和更新信息技术教学

应用软件，积极推进教学App应用进入课堂，不断

开发高质量的专业教学资源库，设计优质的网络

课程，打造独树一帜的网络校本课程[6]。学校要可

持续性加强信息化软硬件教学环境建设，为教师

信息技术教学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持，才能为提升

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和推进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创

造条件。

3.4 完善信息技术应用激励机制

高职院校要达到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目

标，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应用激励机制是其重要

保障。信息技术应用激励机制要形成制度化，学校

建立政策激励、服务支持、评价驱动措施，鼓励教

师通过学习、应用、再学习来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素

养。学校可以参考将网络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建

设、线上教学纳入教学工作考核，表彰和奖励积极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践应用并取得较好成效

的教师，将信息技术课堂和传统课堂的薪酬差异

化，提高信息技术课堂的薪酬，引导广大教师积极

运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激活课堂。可以开展长效

化的信息技术教学比赛活动，鼓励中青年教师通

过“以赛促教、以赛促用、以赛促改”的方式来不断

提高信息技术教学能力，让更多的一线教师在全

国全省信息化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在学校营造

良好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环境。还可以把教师的

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合格证和信息技术教学效果作

为评聘晋级的考核指标，以此促进教师革新教育

教学方法，最终形成信息技术素养提高与教育教

学创新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7]。

4 结语
总之，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育与信息

化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面对教育信息化带来

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必须要有计

划、组织、系统性地培育教师信息技术教学能力，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进

程，实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显著提升。

（下转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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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特定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特定环

境下男女主人公不同的心理归因，是《舞姬》与《伤

逝》悲剧产生原因。探究爱情悲剧原因，就是一个

以小喻大、反思社会问题的过程。在研究中可以看

到，森欧外作为近代日本历史文化转型时期的重

要代表作家，与自己笔下男主人公同为日本“和魂

洋才”，既秉承了日本东方传统思想，又吸收了“美

与自由”的欧洲精神，与日本明治维新青年共同经

历了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因此，在《舞姬》这部作

品中，除了感受到森欧外的苦涩和忏悔外，更能看

到他对新女性的希冀。《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爱

情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里注定不能长久。鲁迅先

生以悲剧警策五四青年寻找解放道路，体现出对

青年人挽救家国的期盼。探讨两部爱情悲剧的原

因，反思过去历史进程中的遗憾和不足，不仅能对

同一社会背景下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有所帮助，

而且能引导现代青年进一步思考爱情与事业、家

庭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家国情怀，以更大的热情、

更坚韧的毅力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获得更加幸

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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