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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模式
张冬 左鹏

（济宁市兖州区矿山学校，济宁市兖州区文化路小学）

摘要：信息科学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教学整合改革是当前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可说是当前中小学教学

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在总结现有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教育整合

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期对今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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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概

述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

通过有效地将现代信息技术理念

整合应用到各学科的课堂教学管理过程

中，创造一个新的课堂教学管理环境，

实现一种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学校教师指

导者的作用，而且同时可以起到充分发

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全新教学方法。目前，

信息技术和教育课程的系统整合，是将

应用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可以改变传统教

学的方法。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意义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论教学研

究目标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不仅能够获取

信息、分析应用信息和处理应用信息，

通过信息应用技术课程促进在校学生的

健康成长，并且能使学生适应未来的政

治社会经济发展。现阶段，信息技术专

业课程的基础教学主要分为不同的部

分。其中，信息网络技术又可分为多个

部分，学生很难在复杂的学习环境中充

分应用数字信息处理技术。例如，信息

技术老师可以让学生浏览网站，查询所

需信息，然后下载并打印信息，从而使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网络的价值。

二、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策

略

（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多

感官参与课堂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推进信息技术

和教学课程的深度整合，努力为每个学

生提供不同感官参与的学习氛围，让每

个学生充分动眼、动耳、动脑、动手、

动口，并通过实验、操作学习工具、操

作练习以智力感知科学事物，理解科学

概念和知识掌握科学原理。

（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学

生的逻辑思维训练

目前，许多网络教学软件已经可以

为学生思维能力训练课程提供良好的硬

件支持。例如，在普通中学数学课堂教

学中，几何题的画板操作可以为中小学

生教师提供一次动手操作探索问题的机

会。遇到实际问题时，学生完全可以独

立思考和主动合作，提出自己的物理假

设和数学推理，然后使用电子几何计算

绘图板直接进行几何验证，也就是可以

直接使用电子几何计算绘图板进行几何

实验，以通过发现和分析总结一些现代

数学中的现象和物理规律，例如正三角

形的一个内角函数为 180 度，圆周率的

存在与几何计算。

（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自

主参与探究学习

信息网络技术和教学课程的有效

整合 , 为学生老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

习活动环境。教师可以对现有教材内容

进行逻辑分析和综合处理，决定以哪种

教学形式可以呈现新的教学内容，并以

视频课件或电子网页等多种形式进行呈

现。学生可在接受独立学习分析任务后，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使用老师提供的

学习材料，或者是使用自行整理检查过

的材料，进行独立和团队协作的分析学

习，主要目的是通过训练引导学生独立

分析材料信息。最后，老师和全体学生

将共同进行本次学习效果评估和问题反

馈。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注意事

项

在课堂实施有机整合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灵活组合教学策略，在充

分利用当前信息时代学习技术环境和教

育资源的必要前提下，合理规划教学方

案，培养学生的自主观察和独立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独立进行探究和自主探索

的思维能力。借助人机交互模拟技术和

数学参数信号处理器等技术，建立一个

虚拟化的学习体验环境，有利于培养学

生积极参与、不断创新探索和进行科学

创新研究的学习精神。

教师可以尝试通过借助其他信息处

理工具或与平台合并进行富有创造性的

语言练习，以有效培养针对学生的基本

信息处理和逻辑表达能力，为每个学生

提供自我处理反馈的最佳机会。信息技

术和专业课程的整合可以被细分为不同

的知识层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已经

可以广泛用于不断优化的课堂教学和不

断革新的课堂教学管理模式。但是，当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逐渐融入到各种教学

形式中时，教学的时空边界观念将发生

变化，学校的教学模式也将发生变化。

总而言之，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

种认知处理工具的综合集成，将逐渐成

为当前信息时代的主要教学方法。在当

前积极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现代化和教育

信息化的背景下，倡导和积极探索信息

科学技术与教育课程的整合，对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学生的

自主创新和社会实践意识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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