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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各项目县开始遴选报送示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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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织分析整理各区县报送的示范校资料2016.3

项目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校需求，根据
需求制定指导方案及送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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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示范校

为更好的完成2015年国培计划山西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的研修任务，力求线上研修与线下研修的有机融
合，项目组在省教育厅的统筹指导下，拟在每个项目县遴选两所示范校，通过对示范校的课程设计、线上指导、专家下校指导开
展研修活动等方式，帮助示范校提升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教学技能，有效提升信息技术在学科中的应用能力，通过示范校的引
领辐射，打造本地化的研训模式。

如何进行示范校遴选与报送？

1. 每个项目县遴选一所幼儿园（或小学）、一所初中学校做研修示范校。

2. 选定的示范校填写“研修指导需求工作单”，在2016年2月30日前提交。项目需求工作单应包括以下内容：

2.1 学校及基本情况

2.2 教师职称及年龄分布

2.3 领导班子基本情况

2.4 学校在应用信息技术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需解决的主要的问题

2.5 简要介绍学校校本研修的制度和开展校本研修的问题

2.6 学校在创建示范校方面的主要需求

2.7 在语文、数学学科教学现代化建设方面，学校的打算

2.8 如需展示学校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校本研修活动，准备以哪个学科为主？问题的内容是哪些？



遴选示范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A1
行政推动

A1-1信息技术应用规划

1.有学校信息技术应用的规划书

2.规划书包含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发展目标，目标具体明确

3.规划书中有实现目标的方法策略和详细的实施计划

A1-2信息技术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4.有校级领导主管并定期召开信息技术应用工作会议，每月至少1次，有相应的会议记录或材料

A1-3信息技术管理手段 5.学校已形成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管理和开展日常工作的模式，提高工作和交流的效率

A1-4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相关培

训

6.学校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作为本校校本研修的重要内容，年度参训率达到20%
7.教师按要求参加并通过省市区能力提升工程培训考核，合格率为100%
8.学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优秀率达到80%
9.学校有计划的组织教师参加校本培训，30%以上的培训涉及能力提升工程，有培训相关资料和记录。

B1
质量管理

B1-1有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团队
10.学校有学科带头人组成的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研究团队

11.团队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有相关应用研究资料

B1-2平台记录与监督
12.学校开发有功能完善的数字化学习平台

13.该数字化学习平台具有活动交流、资源分享、行为记录与信息反馈等基本功能，具有较丰富的学科教学资源。

C1
应用成效

C1-1可推广模式

14.形成了学校信息技术应用整体推进模式或教学模式

15.该信息技术应用模式在本校的实践覆盖率为80%及以上

16.日常教学中信息技术能够支持至少两个环节的教与学

C1-2生成性资源 17.加工生成性资源，建立有本校丰富的课程库、案例库或微课程资源库

C1-3课题研究和论文发表
18.学校有市级以上信息技术应用研究课题，已结题，取得并推广研究成果，效果较好

19.研究课题要在国家核心教育信息化期刊上发表了有关信息技术应用的文章

C1-4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

20.学生能进行个人学习资源管理、网络交流、选修课程学习等各种网络活动

21.学生能积极开展网络环境下学习的探索，有相关的资料或成果

22. 学生积极参加信息技术相关的竞赛，能熟练使用不少于3种网络交流工具（即时通讯软件、在线论坛、电子邮

件等）与同学、教师、专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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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示范校

项目组整理各项目县提交的示范校资料及需求后，组织专业团队及一线专家研究分析，最终确定将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阳泉市郊区实验小学定位本次示范校具体指导学校。



确定示范校

阳泉市郊区实验小学简介

阳泉市郊区实验小学始建于1982年8月，位于郊区
荫营镇东大街1号，是受区政府直属的一所全日制小学。
学校占地面积12197平方米，建筑面积8268平方米。
1990年成为山西省首批省级示范校，2004年被省教育厅
命名为“山西省义务教育示范学校”。学校现有教学班
16个，学生760余人，教职工49人。其中省级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8名，市、区级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教学能手16名。96%的教师具有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学校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实施素质教
育，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全
区前茅。我校专职教师48人，其中小学高级职称教师18
人，小学一级职称教师28人，新上岗无职称教师2人。
小教高级职称占教师人数的37%。我校48名教师中，最
大年龄为56周岁，最小年龄32岁，教师平均年龄为43岁，
教师队伍整体年龄偏大。



确定示范校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简介

襄汾县第一小学创建于1956年,是山西省首批示范小学。学校现有学生3000余人，教职工165人，专任教师

155人，其中特级教师1人，省名师3人，省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41人次，市骨干教师、教学能手66

人次。多年来，学校坚持标准化要求、程序化运作、规范化管理，以时间规范工作，以职业道德规范形象，以

法律制度规范行为，形成了“勤工作、快节奏、重落实”的工作作风。在“尊重、信任、包容、牺牲”精神的

引领下，学校实现了“品牌立校，特色强校”目标，打造了襄汾教育“一小品牌”。目前，我校有专门的“网

控室”，负责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学设备的相关管理工作，每个办公室都有一台电脑，给一半的教师配备了笔记

本电脑，有三分之二的教室都有多媒体，还有2个专用多媒体教室，余下的部分完善正在进行中，有校园网络，

无线网络覆盖全校，全校教师、学生都有“人人通”平台，可以实现网上无障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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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2 如何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环节

3 如何用信息技术深化课堂教学评价

r e q u i r e m e n t

阳泉市郊区实验小学指导需求



示范校实地指导

2016年4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示范校专家组一行抵达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实验

小学。上午8：30准时开始会议，参会人员有华师大教师吴昭讲师、山西项目组负责人李老师、

林老师和郊区实验小学全体教师及郊区省级名师共90余人。



示范校实地指导

2016年4月25日上午吴昭讲师为大家讲授《教学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吴老师问在场的老师
们课堂教学中哪些地方可以使用信息技术？这些信息技术有哪些作用？老师们对教学中的信息
技术理解较为片面，甚至很多老师认为只要使用了ppt课件就是运用了信息技术。接下来吴老师
为老师们讲解了教学环节中哪些环节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有哪些工具支持、如何通过
这些工具获取教学资源等等。



示范校实地指导

中途吴老师让在场教师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写调研问卷。项目组将根据问卷结果进行专

业分析，后期进一步将需求呈献到培训课程中。



示范校实地指导

2016年4月25日下午吴昭讲师为大家讲解《微课程的设计与应用》吴老师先为老师们介绍了什

么是微课、微课误区、微课包括哪些内容；详细讲解了如何设计与制作微课程，包括如何选题、设

计细节等。



1 教师如何尽快、熟练地进行微课制作

2
在多种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中，如何选择

最佳的技术组合

3
如何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技术的使用

与课程教学容量的关系

r e q u i r e m e n t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指导需求

4
在实施“翻转课堂”的过程中，针对一些住
宿的学生，因为没有电脑，如何有效实施



示范校实地指导

2016年4月25日下午17：30，阳泉市

郊区实验小学示范校指导活动圆满结束。

华师大项目组一行赶上末班开往临汾的

动车，于当晚22：00抵达临汾市襄汾县。



示范校实地指导

2016年4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示范校专家组一行抵达山西省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上午8：30准时开始会议，参会人员有华师大教师吴昭
讲师、山西项目组负责人李老师、林老师和襄汾县第一小学、襄汾县第二小学等
周边校在职教师100余人。



示范校实地指导

针对襄汾县第一小学示范校需求单，上午吴昭讲师为大家讲解《微课程的媒体策略》详细地手

把手教老师们如何去制作一份微课作品。包括拍摄器材的选取、视频的获取及处理、动画的制作及

处理、如何录屏以及如何制作精美的PPT并将其转化为视频等等。



示范校实地指导

下午吴昭讲师为大家讲授《教学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吴老师为老师们讲解了教学环节中

哪些环节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有哪些工具支持、如何通过这些工具获取教学资源等等。

期间吴老师让在场教师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写调研问卷。项目组将根据问卷结果进行专业分

析，后期进一步将需求呈献到未来培训课程中。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您的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山西项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