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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community of practice for teachers i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can facilitate mutual assistance, pooling 
of ideas,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thin the region, effectively enhanc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for teachers 
i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t a primary school in Fujian Province. It firs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such a community, 
then, based on theory, elaborates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ty from aspects such as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team building. 
Finally, it introduces the practical outcomes of the communit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schools to promote information-
based teaching, aiming to facilitate its routine and scaled application amo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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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县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建设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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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区域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有助于在区域内互帮互助、集思广益和协同创新，有效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提高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本文总结了福建省某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的实施路径，首先分析了建设学校信息化教学实
践共同体的必要性，接着以理论为基础，从实践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实践共同体的建设框架，最后介绍实践共同
体的实践成效，以期为同类学校推进信息化教学提供参考，促进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常态化、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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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高素质教师，掌握并有效运用信息

技术已经成为了其职业素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

仅包括对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操作，还涉及到能够将这

些技术融入到教学设计中去，以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2019 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 2.0》，指出应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应

用驱动、注重创新、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

作为福建省示范小学、区县小学教育龙头学校，该小学教师

在信息化教学方面存在重建设轻应用、教师信息素养不高、

地处山区无高校资源等问题。福建省某小学作为地市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项目试点校，在整校推进提升教师

信息素养，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方面已形成自身经验。

2 学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实践共同体建
设必要性

2.1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教师信息素养亟待提升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兴技术逐步应用于社会

的各个领域中。教育部要求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信息技术，

在 2014 年印发《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

文件，于 2022 年发布《教师素质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文件，

另外，教育部近年来组织了两次全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希望从整体层面上帮助教师提高信息素养，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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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视教师信息素养的。疫情期间更是从应用

层面，要求教师学会直播，学会微课教学，将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直接展示在家长和学生面前。

2.2 信息化教学需求迫切，融合教学势在必行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技术支持教学的理念被

越来越多的教师所接受。教师亟需借助信息技术优化教学设

计，开发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内容，营造有利于学习的

教学情境，融入教学艺术和教育智慧。多样化的信息化教学

手段使教师的教学方式更多样化，教学自主性更大、教学内

容更丰富。

2.3 教研学习新路径探索，教师共同成长携手前行
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教师教研学习也需要进行新

的探索。学校是区域内教育最小的行政单位，教师在学校内

的工作圈相对稳定、独立，校内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共同体的建设，将为教师提供一个共享资源、交流经验的平

台，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推动教研学习的创新与

发展。

因此，学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共同体的建设，将

为教师提供一个学习、应用和交流分享信息技术的平台，帮

助他们更好地满足信息化教学的新需求。

3 理论依据

3.1 TPCK 理论
Mishra 等人提出 TPACK 理论，即技术知识（TK）、

教学法知识（PK）和学科知识（CK），以及四个复合要素：

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TCK）、学科教学知识（PCK）、整

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

识（TPCK）。结合 TPCK 理论，学校可根据教师自身特点、

专业特长，寻找最佳的组合方式，构建校内实践共同体小组，

实现共同体组合最优化。

3.2 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美国学者 Davis 认为，影响新技术推广使用的因素主

要包括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方面。结合该理论，要想

实践共同体成员快速的接受某一项信息技术，或者让成员养

成自觉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就需要让教师觉得技术

“好用”、技术容易使用。因此实践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

需要展示教学成果，展示成功案例，让教师感受技术使用的

便捷及有效性，并应注重信息技术的培训指导，以尽量简单

的方式帮助其他成员掌握某项技术。

3.3 实践共同体理论
实践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协作实践形成的社群结构，其

成员以共享的愿景目标、归属意识和文化认同为纽带，在特

定实践场域中构建起专业身份认同。在实践过程中，学校应

为成员制定共同的规范框架和行动逻辑，通过多向度对话机

制实现知识共建。实践共同体成员应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协

同创新模式催生群体智慧，形成可迭代的实践知识库。

4 共同体建设框架

学校全体教师作为实践共同体成员，共同制定项目实

施方案和章程，成立工作领导组，围绕提升全校教师信息素

养的根本目标，在合作、探究、实践、共赢、创新的核心价

值引领下，构建政、学、研、享、创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组织

构架，组织开展信息化教学探索与实践。明确愿景和目标，

确定核心价值，围绕四项建设内容，实施五位一体策略，最

终形成共同体建设框架。

4.1 构建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共同体实践机制
实践共同体基于政、驱、学、享、创五位一体的组织框架，

探索顶层设计，行政支持；线上线下，项目响应；专家引领，

研训一体；需求驱动，学以致用；及时迭代，融合创新的信

息化教学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发挥集体力量，群策群力，不

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1.1 顶层设计，行政支持
根据 TPACK 理论，学校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了解教

师的专业特长、能力水平，对实践共同体成员进行分组分工，

拟定实践共同体的实施方案，鼓励团队成员本着“平等参与、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理念开展实践活动。学校还需建立

激励机制，为共同体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资源保障等，为共同

体的可持续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4.1.2 需求驱动，提高动力
教师学习动力是推动其专业发展的内在力量。根据自

我决定理论，教师学习动力可分为外驱力和内驱力两种类

型。教师学习动力可分为外驱力和内驱力，学校在提高教师

学习动力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方面鼓励教师参加各种信息

化教学比赛，通过各级各类比赛，促使教师建立学习外驱力。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校内外的展示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才华和成果的平台，有助于增强教师的自信心和成

就感，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4.1.3 线上学习，线下指导
山区县邀请省市专家、高校专家线下指导机会较少，

恰逢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项目实施的契机，通过

各种线上学习平台聆听名师大家讲座和培训。另外，邀请县

内电化教育专家线下培训、观摩课堂、跟踪指导，为教师提

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学习内容涵盖了信

息技术应用、教学方法创新等多个方面，能够满足不同层次

和需求的教师学习要求。

4.1.4 成果推广，共享共赢
在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中，成果的推广与共享是实

现共赢的关键步骤。为了促进知识和资源的广泛传播和利

用，建立共享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展示教师的学习成果，进

一步激发教师的创新热情和参与积极性。

4.1.5 及时迭代，融合创新
教师在信息化教学中倡导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鼓励勇

于尝试，不断迭代更新教学内容与方法，探索将信息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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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深度融合，以创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提升

教学质量。

4.2 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共同体队伍建设

4.2.1 专家引领
学校可引进专家，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形式，给予理论

和实践引领。主要有依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工程 2.0 项

目，利用 2.0 学习平台、国家教育云平台、中国大学 MOOC

等线上学习资源，向专家学习；邀请区县教师进修学校电化

教育专家，深入学校课堂、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诊断、跟踪

指导和成效评价。

4.2.2 交流研讨
实践共同体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让教师们分享自己

在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经验和心得体会。通过交流研讨，教

师们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可以从他人的成功案例中获

得灵感，也可以从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4.2.3 示范带动
学校可在实践共同体成员中选取一批在信息化教学中

表现突出的教师，在校内或校外进行公开课展示，分享自己

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更多教

师的参与积极性，形成教师信息化应用的良性循环。

4.2.4 实践创新
实践共同体成员在一次次的信息化教学实践过程中，

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反思，提出改进措施后，更迭实践方

法，逐步实现信息化教学的创新。

5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共同体实践效果

在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通过一

系列措施和活动，取得一定的实践成果，不仅显著提高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还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将从

形成典型教学案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三个方面详细探讨其实践效果。

5.1 形成典型教学案例

5.1.1 优质资源库建设
通过专家引领和教师的实践创新，形成了一批高质量

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这些资源涵盖了不同学科、不同年级和

不同类型的课程，包括课件、微课、教学实录等，具有广泛

的适用性和借鉴意义。学校将这些优秀资源收集整理，建立

了一个优质的案例库，供全体教师参考和使用。

5.1.2 公开课教学展示
通过多次组织公开课教学展示活动，邀请校内外教师

观摩学习。教师们直观地了解信息化教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和

实际效果，帮助教师从中获取灵感和启发，实现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的创新融合。

5.1.3 案例分享与推广
利用区域资源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将优秀的教

学案例进行分享和推广。这不仅有助于校内教师的学习交

流，提高教师荣誉感，还向外界展示学校的信息化教学成果，

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5.2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5.2.1 技能提升
通过线上学习资源和线下专家指导，教师们的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教学工具和

方法，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近两年，

在县内举办的教师信息素养比赛中，学校选送的作品共获得

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

5.2.2 教学方法创新
信息化教学的应用促使教师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

模式。例如，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逐渐被

引入课堂，使得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得到了提高。

5.2.3 职业认同感增强
参与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教师普遍反映，他们在教学过

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

践，他们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提升，职业认同感也随之增强。

5.2.4 科研能力提高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学校许多教师在信息化教学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其转化为科研成果，例如撰写论文、

参与课题研究等，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

其中，学校 1 个课题在区县教育技术研究课题中立项。

6 结语

本研究以理论为基础，基于“政、驱、学、享、创”

五位一体机制，从组织架构（行政支持与政策保障）、队伍

建设（专家引领与教师协作）、应用推广（资源共享与成果

辐射）等多个维度，探索区域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实

践路径，为整合区域资源、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推动教

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未来，实践共同

体将围绕实施方案的既定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的

融合创新，持续优化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与策略，以

增强教学的有效性与时代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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