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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我国未来十年教育信息化的基本主题，它的实现，需要以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为

前提，这既要求教师改变将信息技术视为“辅助性手段”的观念，也要求教师形成“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我国的师范院

校要尽快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技术观，要加强信息技术类课程与专业类、教育类课程的相互联系，还要合理规划学生运

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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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愈加

深刻，它已不单纯是人们借以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的技术手

段，而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反映到

教育领域，便是教育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日渐加深，现代

信息技术已经由一种可有可无教学辅助工具变为培养学习

者创新精神、营造民主开放学习环境的关键性因素，影响着

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鉴于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活动中的

重要价值，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发达国家便开始将“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作为教育改革

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

在近些年，国家已经出台了包括《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 2011 － 2020 年) 》( 以下简称《规划》) 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政

策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会引发教育内容、

教学手段以及教学工具的改变，它对教师的教育观念、知识

素养也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旨在培养

高素质教师的师范教育便不能再继续囿于传统的培养方式，

而应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理念贯彻其中，进行从

课程方案到培养模式的深入改革。

一、由“技术辅助”到“深度融合”: 教育的“信息

化”历程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是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1］。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较高水平和努力方向，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并不天

然地存在于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当中，它的实现是教育活动不

断调整与现代信息技术关系的结果。
( 一) 以“技术辅助”为表征的教育信息化

教育 信 息 化 之 路 发 端 于 计 算 机 辅 助 教 学 ( CAI ) 。自

1959 年 IBM 公司开发出第一个 CAI 系统以后，计算机技术

日渐为教育领域所熟知，它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辅助教师解决

教学中的某些重难点和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其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教育界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逐渐

由辅助教师的“教”转向了促进学生的“学”，进而形成了计

算机辅助学习技术( CAL) ，使计算机服务于学生搜集资料、
探究问题、辅导答疑以及自我测试的自主学习过程，与此同

时，“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概念亦被提出。
无论是以教师为中心的 CAI 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CAL，

虽然都已出现了信息技术融入教育的端倪，但是，这一时期

信息技术( 实际仅限于计算机技术) 和教育的融合毕竟只是

浅层次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还习惯于将信息技术视为一些

传统教学手段之外的辅助性技术，它们对教育教学活动而言

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 二) 以“整合”为表征的教育信息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鉴于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生活

的巨大变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关

系的认识发生比较大的转变，信息技术不再继续停留于工具

性的手段层面，而是被逐渐上升为一种教育理念。美国在

2000 年 率 先 提 出 了“信 息 技 术 和 课 程 整 合”(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ntegration，简称 ITCI) 的命题，认

为应将数字化的学习内容和各学科课程整合在一起，从而创

设一个融合信息技术和课程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较之前一

阶段的 CAI 和 CAL，“‘整合’强调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来创设

数字化的学习环境 ( 或数字化的教学环境) ，而 CAI 和 CAL
只是把计算机或信息技术看作是辅助教或辅助学的一种新

工具、新手段”［2］。所以，“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提出，有

助于推动教育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融合，使信息技术真正融

入课堂教学过程当中。
( 三) 走向“深度融合”的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并未因“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实

施而停止。2010 年 11 月，为了使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更充

分地发挥其效能，以产生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美国颁布

了《2010 国家教育技术计划》。该计划分析了教育领域应用

信息技术的现状，指出信息技术之所以始终未能对教育活动

产生显著成效，其原因就在于教育活动“只是将信息技术应

用于改进教学手段、方法这类‘渐进式的修修补补’上，或者

是只关注了如何运用技术去改善‘教与学环境’或‘教与学

方式’。总之，没有触及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而要改变

这种状况，就要进行由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3］，这

便引起了人们继续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度的需求。
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虽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但遇到的问题却极为相似: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将现代

信息技术真正融入教育活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教育活动

的影响还微乎其微，更有甚者，很多教师对信息技术的理解

还只局限于日常使用的 PPT、Word 等办公软件。现代信息技

术在这些教师看来，更像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们

可能会使教学过程变得更加有趣，但在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

上却未必会显著超过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所以，要

想快速提高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走相对简单的

CAI、CAL 或 ITCI 道路，而要对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关系

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在现代信息技术力量的支持下，对教育

活动进行一次从目的到手段的全方位改革。正是基于这样

的考虑，我国在《规划》中才没有沿用“信息技术和课程整

合”这种国际上较为常见的理念，而是提出要促进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从而“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

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

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4］。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对 ITCI 的深化和拓展。

一方面，ITCI 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ITCI
包含三个基本属性，分别是“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新型

教与学方式，变革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3］，它的主要着眼

点是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造。而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活动的关

键一环，教师拥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手段以及设计的教育内

容都会在其中得到集中体现。所以，整个教育系统的结构性

变革以 ITCI 对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为基础和发起点。另一

方面，ITCI“只是停留在运用技术去改善‘教与学环境’或‘教

与学方式’的较低层面上，从来不敢去触动( 或根本没有想到

要去触动) 更深层次的‘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问题’”［5］，而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则是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教育

系统的结构性变革，它既包括对教学环节的信息化改造，也

包括对教育理念、内容、方法以及环境等方面的改造，显然要

比 ITCI 更广泛、更深刻。

二、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对教师的新要

求

( 一)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对教师教育观念的新

要求

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总是和他拥有的教育观念相一致，

而“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对教师的新要求，便首先表现在对

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方面。在传统的教育观念看来，教育活

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一些未来生产生活所必备的

知识，而学生掌握知识的数量和程度则是评定教育教学质量

与学生能力的最主要标准。这样的教育观念预先设定了教

师作为“先闻道者”的地位优越性，它显然更加注重教育过程

中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接受知识”的一面。
与传统教育观念相比，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对

教育活动则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信息技术和教

育的融合，会不断拓宽校园内信息的来源渠道，教师主导的

课堂教学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学生通过互联网

也可以迅速掌握最新的知识信息。这就大幅提高了学校教

育的开放程度，丰富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同时，也使得

教师不再拥有对知识的绝对权威和对课堂的绝对控制力，师

生关系会由此而变得更加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信息技术

和教育的融合，会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课堂形式更多地

转变为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究、共同发现知识的过程，这既凸

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在客观上要求学生具有主动获取、甄
别信息的能力，所以，在信息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教师要教给学生的，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内容，还必

须有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方法。
1. 教师要改变以往将信息技术仅视为一种辅助性手段

的观念，转而以之作为开展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
如果按照传统的教育观念，现代信息技术只是诸多传授知识

方法中的一种，它对教育活动的效用只能局限于方法层面。
但事实上，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会全面影响教育

内容、师生关系、知识来源渠道等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所

以，教师应当认识到信息技术活动绝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教育方法，它对我们营造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推动师生关系

的民主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教师要改变教学即为“教书本知识”的观念，将教学

重点转移向“教学习知识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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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对我们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造是深刻的，为了使学

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更主动地获取知识，为未

来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教师必须在“教知识”的同时，

再去教学生学习知识、获取信息的方法，尤其在教育信息化

的大环境中，这些方法还要有很强的时代性，能够反映现代

信息技术的最新变化，从而使学生即便离开教师的指导，即

便离开学校，也一样可以搜索、发掘出自己需要的知识和信

息，从而成长为一个“会学习的人”、“会获取信息的人”，适

应现代信息社会对于个体基本素养的要求。
( 二)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对教师知识素养的新

要求

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有赖于多维的知识要素，而按

照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这些要素主要分为指向学科专业方

面的“学科内容知识”( CK) 、指向教育管理和教育组织等方

面的“教学法知识”( PK) 以及指向技术运用方面的“技术知

识”( TK) 等三类。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是 ITCI，而 ITCI 需

要以教师形成由 PK、CK、TK 整合而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

知识”( TPACK) 为前提。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由于信息技

术与教育的结合还非常松散，教师能否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与

其所能取得的教学效果间往往并不存在十分显著的联系，这

就导致 TK 在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实际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它

只会偶发性地与 PK、CK 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教师即便熟悉

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也不大会将信息技术娴熟地运用到学

科教学过程当中。
为了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起来，教师就要改变 TK 与

PK、CK 相脱节的状态。具体言之，TK 在教师的知识结构中

不应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它应当与教师知识的其他部分有所

交叠，从而使自身具有学科性、教育性，能够被教师应用于学

科教学，即教师在学习 TK 的过程中，不能还从一般意义上理

解这些技术知识，不能单纯强调它们的技术性，而要结合个

人施教的学科，更多地思考如何将这些知识和所要开展的教

学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将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技术知识转变为

服务于课堂教学活动的“教育性”的信息技术知识。

三、师范教育渗透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的路径

师范教育是我国培养教师的主体部分。为了使培养的

师资更加契合教育第一线的实际需求，师范教育应当紧跟中

小学教育的发展动态。毫无疑问，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实

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内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而如何在师范教育的课程

内容和培养模式中渗透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理念，

如何使师范生成为教育信息化潜在的“助力者”，就成为我们

现阶段必须予以回应的一些问题。
( 一) 师范院校要利用信息技术类课程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的信息技术观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师范生了解信息技术的渠道

不断增多，但就目前来看，信息技术类课程 ( 包括计算机课

程、教育技术课程) 仍是师范生在校期间获取信息技术的最

主要的途径，而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信息技术观和契合教育需

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现有的课程形式。
教师拥有的信息技术观是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

现了教师如何看待信息技术以及如何认识教育和信息技术

的相互关系。信息技术观虽然处于观念层面，属于思想认识

的范畴，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对信息技术的选择

和运用，换言之，教师是否认可信息技术对于当代教育活动

的重要价值，是否愿意用信息技术推动教育的深层次变革，

往往和他所持有的信息技术观相一致。所以，师范院校只有

使师范生树立正确的信息技术观，才能使他们在入职后更加

恰当、自如地运用信息技术，产生将信息技术融入自己教学

过程的主动意愿。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要求教师改变以往的教育

观念，不能继续把教育技术看作可有可无的辅助性手段，而

是一些他们必须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的技能。但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在当前的师范教育中，信息技术类课程并没

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它们不仅没有被算作核心课程，甚至在

非核心课程中都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对此，师范院校就

要尽快转变观念，要富有前瞻性地认识到信息技术类课程对

于培养优质师资的重要性，一方面，要将计算机课程设为教

师培养的核心基础课程，使其具有和专业课程同等重要的地

位，提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要将教育技

术课程设为教师培养的专业基础课，增加它的授课时间和学

分比重，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学习教育技术课的相

关内容。
( 二) 师范院校要加强信息技术类课程与专业类、教育类

课程的相互联系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有赖于教师能够形成融

CK、PK、TK 为一体的 TPACK。TPACK 不是 CK、PK、TK 的简

单叠加，它不会因师范生掌握了学科专业课程、教育类课程、
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内容便自动生成。师范生只有在理解如

何将 PK、TK 运用于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才能将三者真正融

合起来。
1. 师范院校要对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内容进行调整，结合

师范院校特点，增强其中的“师范性”。师范院校是一类旨在

培养教师的学校，它的课程需要兼顾“综合性”和“师范性”，

既要丰富学生的知识，又要使这些知识为学生未来所从事的

教育活动所用。具体到信息技术类课程，既然是面向师范生

的一类课程，它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向学生提供 TK，仅传授一

些通识性的信息技术知识或技能，而要使这种 TK 和 PK、CK
整合起来，强化其“教育性”，使学生学到有着很强的教学指

向性以及能够真正应用于教学实际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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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师范院校开设的信息技术类课程，无论是其教学

内容还是其授课过程，大都没有体现出师范院校独具的“师

范性”，多是对信息技术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和讲解，这就容易

使学生的 TK 游离于 PK、CK 之外，不利于学生将自身掌握的

信息技术转变为一种“关于教与学的信息技术”。所以，要

改变脱离学科谈技术、脱离教育谈技术的状况，师范院校就

要对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内容进行调整，要适当减少对信息技

术的一般性介绍，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教育价值以及如何在教

育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讲解，引导学生了解到各种信息技术的

适用情境和适用对象，使学生在正式成为教师后，能够根据

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等因素非常合理和娴熟地选

择、运用信息技术。
2. 师范院校要在开设学科教学法课程的同时，增开学科

教育技术课程。不同的学科的教学过程对信息技术有着不

同的要求，所以，即便对其内容进行了调整，通识类的信息技

术课也很难使师范生完全理解信息技术和他未来任教学科

的关联性。因此，为了进一步增加信息技术的学科性、教育

性，我们不妨借鉴学科教学法课程的开设方式，再增设一些

学科教育技术课程，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教育的学科性。
( 三) 师范院校要合理规划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

教学的实践机会

无论正确信息技术观的确立，还是 TPACK 的形成，都需

要师范生的亲自实践和亲自体验，尤其是 TPACK 本身即为

一种在实践中生成的知识，师范生只有将学习到的 TK 应用

于实际的学科教学过程中，他们才能更好地将一般性的信息

技术知识转化为服务于学科教学活动的信息技术知识。

为此，一方面，师范院校要加强信息技术类课程、学科教

学法课程以及学科教育技术课程的实践环节，多给学生一些

观摩和练习的机会，多给学生一些个别化的指导，使学生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学科教学的能力在模拟教学情境中得

到锻炼和提高，加深他们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另一方面，师

范院校要改变以往的教育实习方式，不仅要适当增加教育实

习的时间，还要将原先毕业阶段的集中实习变为分散的多段

实习，例如，可以考虑在大二、大三、大四都安排教育实习课

程，让师范生有多次机会将理论化的 TK、PK 和 CK 运用到实

际的教育情境中去，从而尽早开始 TK、PK、CK 的融合过程，

尽早发现自身知识结构存在的问题，并在下一阶段的在校学

习和校外实习过程中对其“有的放矢”地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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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orm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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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the basic theme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xt ten years in our country． And its realization needs to take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education system as premise，so teachers should
change the idea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assistance technologies”and should form TPACK． Therefore，normal univer-
sities in our country need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soon as possible，strengthe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s well as educational courses，and then plan the practical
chanc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rationally，in which students can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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