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4 期·2021 年 7 月 ������������������������������M[IIF[�VM�Y�L�������

�QDO�VLV�RI�WKH��DUJHWHG��UDLQLQJ�RI�1RUPDO��WXGHQWV�LQ�WKH�
(UD�RI��LVGRP�(GXFDWLRQ

�L�XQ�)X

6FKRRO�RI�0DWKHPDWLFV�DQG�6WDWLVWLFV�RI�&&18��:XKDQ��+XEHL����������&KLQD

�EVWUDFW
:LWK� WKH�GHYHORSPHQW�RI�WKH�FDXVH�RI�VRFLDOLVP�ZLWK�&KLQHVH�FKDUDFWHULVWLFV� LQ�WKH�QHZ�HUD��ZLVGRP�HGXFDWLRQ�KDV�EHHQ�VWHDGLO��
SURPRWHG�ZLWK�WKH�Education�Informatization�2.0�Action�Plan��DQG�LQIRUPDWLRQ�OLWHUDF��KDV�EHFRPH�WKH�EDVLF�OLWHUDF��RI�WHDFKHUV�LQ�WKH�
QHZ�HUD��:LVGRP�HGXFDWLRQ�SXWV�IRUZDUG�QHZ�DELOLW��UHTXLUHPHQWV�IRU�WHDFKHUV�LQ�WKH�QHZ�HUD��1RUPDO�XQLYHUVLWLHV�DQG�QRUPDO�VWXGHQWV�
VKRXOG�IRUP�QHZ�WUDLQLQJ�V�VWHP�DQG�VFKHPH�WR�HQKDQFH�WKH�SHUWLQHQFH�DQG�DGDSWDELOLW��RI�WHDFKHU�WUDLQLQJ�LQ�WKH�QHZ�HUD�

�H�ZRUGV
WHDFKHUV��ZLVGRP�HGXFDWLRQ��SHUVRQQHO�WUDLQLQJ

浅析师范生在智慧教育时代的针对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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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智慧教育也随着《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的提出稳步推进，信息化素养已经成为新
时代教师的基本素养。智慧教育对新时代教师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各师范院校以及师范生本身应该形成新的培养体系与方
案，以此来增强新时代教师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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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化信息手段开始

应用于教学活动中。智慧教学手段的更新和应用，对当代师

范生的信息化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师范生的自我

发展以及高校的体系化培养是智慧教育时代的重要内容。论

文分析了智慧教育时代师范生应具备的能力以及具体的培养

路径，即师范生及高校的相关培养方案。

2�智慧教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2.1�智慧教育的发展现状

����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积极推进“互

联网 �教育”的反战，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强国的建设，

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印发意味着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发展达到新阶段，智慧教育正在持续、

稳步地推进，师范生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也呈现信息化、智

慧化的样态。

智慧教育即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教育管理、

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其技术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和多媒体化，基本特征是开放、共享、交互、协作、泛在。

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模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互联网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呈爆发式

增长，截至 ����年 �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 ����亿，

较 ����年底增长 ������。未来学校正朝着智能学校、智慧

学校、智联学校的方向发展。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未来学

校将拥有技术赋能、思想智化和管理创新的机遇 >��。

2.2�智慧教育的优势

������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智慧教育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各类教育充分融合，能让优质资源流动起来，能让更

多受教育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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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的均衡发展。

������加深教育差异化、个体化的发展

智慧教育通过数据分析等新的技术手段对学习者的学习

状态进行分析，以此为数据基础，为学习者提供差异性的教育，

以此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从高度普及到差异化、个性化的

需求转化。

������知识的多角度传授，加深学生的理解

智慧教育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图像动画的演示等超文本的

演示方式和教师的讲解相结合，实现知识的多角度传授，有

利于学生对知识点有更全面的理解。

������课堂全程的可回溯性，利于教师对课堂的反思

智慧教学通过全程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以及相关的数据分

析手段，进行教学的数据记录和分析反馈，实现教学环节的

全程可回溯性。对于各环节的学生表现，教师可对自己整节

课的课程设计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

3�新时代教师具体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的政策支持和发展趋势，对于师范生院校来讲，

要注重对师范生进行角色教育与指导，提高师范生应对智慧

教育要求的素质与能力；师范生自身则要不断学习和提升智

慧教育的理论及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智慧教育环境。

3.1�对于数字化教学软件的使用能力

根据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教师群体对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有着强烈的培训需求。

智慧教育的依托平台便是新兴数字技术软件，而对于这类软

件的熟练应用是教师开展智慧教学的基础。

以数学教学作为例子，*HR*HEUD是跨平台的动态数学软

件，包含了几何、代数、表格、图形、统计和微积分的展示。

在高中几何板块教学的时候，*HR*HEUD的应用能使教师对于

空间图形的展示从以板书为代表的二维展示，到三维多角度

的展示。数字化的软件对学生的空间认知能力有较大的提升，

使学生更轻易地理解这一部分的知识内容 >��。

3.2�对于新兴课程的设计能力

智慧教学的发展以及新兴教学软件的出现，必然会使传

统的教学设计模式产生一定的变化。新时代教师首先应该明

确的是，新兴教学软件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辅助教学过程的

开展。所以，在智慧教育的大环境下，教师并不需要将教学

软件的应用强硬地加入课堂中，而是根据教学内容以及教学

形式灵活地选择适合的教学软件，设计适合的课堂设计。

对引入平板智慧教学平台的使用进行分析，智慧教学平

台的加入可节省教师的板书书写时间且能在课堂当中引入相

关的图片、视频、网络链接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说明。但

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当板书时间减少时，教师的教学

速度也会不可避免地加快。教师需要思考如何既利用好智慧

教学平台的优势的同时，又能兼顾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程度，

也就是对教师教学设计的能力产生了较高的要求。

3.3�对于通过数据对不同学生提供差异化教学的能力

大数据的时代下，智慧教学使得课堂数据化、评价体系

数据化，教师能在平台上得到学生的数据初步分析。教师需

要根据智慧教学产生的数据结合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进一步

的分析，并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反馈，开展差异化的教育。

这可以细化为两个能力维度：数据分析（对初始数据进一步

分析的能力），数据反馈（开展差异化教育的能力）。

教师要思考如何分析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攻克

学生的薄弱项；教师利用监测到的数据为学生及时提供反馈；

教师可以精确地统计出学生学习情况，并据此进行个性化辅导。

3.4�对于信息的收集、整理、辨别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可以在互联网上接收到许多

的教学资源，教师需具备对大量资源的收集、整理、辨别能力。

若是缺乏这类的能力，会使教师陷入被资源掌握主动权的样

态。教师要懂得从大量的资源中筛选出对学生有用的信息，

明确这类资源对课堂的帮助，以及借助此来丰富课堂内容。

4�师范生院校培养方法以及自我培养

4.1�院校注重培养师范生信息化意识

信息化教学意识是将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内在源动力，意

识是行为的内在引导，行为是意识的外在体现。教师要从教

师为中心的思想转变为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从教材为中心为

思想转变为互联网、教材、信息技术相融合的思想。

4.2�院校创建协同平台，共享培养资源

“乡村教学”常被用于提及教学资源的不均衡，同样

将这个概念借用到智慧教学中的培养问题中，即可理解为在

智慧教育普及发展不同的地区出现的不平衡的状态。针对此

问题，各高校可创建高校师范生培养协同平台，共享各校师

范生的优秀培养资源，如优秀的课堂教案的实时共享、教学

软件的妙用等。这样的平台的建立，不仅可解决部分高校人

才培养条件薄弱的问题，也可实现人才培养相互促进发展的�

局面。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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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日常的知识课程中让学生备受压力、煎熬，自然体育

课的锻炼机会也会随之减少，所以教师若想要让学生克服压

力问题，就必须让学生参与其中，获得满足感。

②培养学生自觉锻炼的能力，只有学生拥有自觉锻炼的

能力，才能够培养出良好的习惯，最终认可终身锻炼的观念，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完全感受到、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5�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下，体育教学质量作为体育教育的

重中之重，对于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为祖国的未来建设培

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初中体育教学作为初中教育的核

心部分，因此在整个初中体育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地反省自我、

总结优秀的经验，为后续的体育教学累积经验，从整体上推

动中国初中体育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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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院校建立循序渐进的信息化培养体系

信息化是新兴发展趋势，是教育随着科技发展的新尝试，

结合论文第二部分提及的信息方面的能力，对师范生进行系

统能力培养，即教学软件使用能力、新型课程设计能力、针

对数据差异化教学能力以及信息的处理能力。高校可针对性

地在学校或学院层面开展对应课程。

以教学软件的使用能力为例，针对办公软件这类常用普

适软件，可在学校层面开展必修课；针对由于专业不同而产

生的学科类信息类教学软件的使用，可在学院层面开展对应

的选修课。

以新兴课程设计能力为例。对于全新事物的学习路径，

我们可以从学习到模仿再到最后的创新。学院开设以增强师

范生新兴课程设计为目标的课程，形成师范生小组，小组成

员可在互联平台上学习优秀的案例，再通过不断与自身的授

课特点进行融合，最终形成原创、创新的新兴课程设计能力。

课程可多采用专题剖析式、小组讨论式、课题探究式、反转

教学、混合教学等新兴课堂教学方式，营造时代性的育人环境。

5�结语

在智慧教育时代的背景下，信息化素养已成为教师的基

本素养，师范生对新时代教师所需能力的认知有助于其明确

自身需适应新时代教育的方向以及基于此作出相应能力培养。

通过前文论述可以看出，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师范生自身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新兴教学软件，转变教学思想，

与智慧教育时代相贴合。师范院校也要利用好信息时代的共

享资源，建立信息化培养体系，提高师范生的信息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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