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 方 出 版 社



书书书

　　精品教育文丛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

黄利锋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黄利锋著．—２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２
（精品教育文丛）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５９５－９９０－０

Ⅰ．教… Ⅱ．黄… Ⅲ．计算机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Ⅳ．Ｇ６３３．６７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７）第２０４１２１号

精品教育文丛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

　著 　 者　黄利锋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８４．８７５
　字　　数　１９００千
　版　　次　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２版
　印　　次　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１次印刷
　印　　数　３０００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５９５－９９０－０
　总 定 价　２１２．００元（共８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序

苏州电教馆金陵馆长向我推荐了黄利锋老师之后，我就认

真地去拜读黄利锋老师Ｂｌｏｇ上的内容。当我读到“梦开始的地

方”、“在网路上行走”、“走在‘整合’的路上”、“心灵的跋涉”等自

叙短文的时候，深深地被打动。打动我的不仅仅是黄老师默默

努力的行动，还有黄老师的学习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研究信念。

信息网络技术在我们今天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从

学习交流工具，到创造交流成长机遇，再到交流成长互动信息流

的不断剧增，追梦的脚步不停地加速向前，这就是一种在交流中

不断学习、在分享中不断成长、在互助中不断创新的网络学习效

应。网络空间给予了每一位学习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究竟

能达到什么样的成长状态还在于每一位学习者自身的努力的程

度、反思的习惯和分享的心灵。

庄秀丽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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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精品教育文丛》是由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发展中心精心组

织，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协作编写，面向中小学教师出版的

丛书。

教育的责任在于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出色的接班

人，教师的责任则在于造就出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学生。《精

品教育文丛》，从教育理论与实践出发，汇集了八位工作者在中

小学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多年的心血，从不同的角度阐

述了教育教学的真谛。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本书从信息网络技术在我们

学习、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出发，阐述了作者在网络环境下的教学

思想；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本书从如何更好的开发人的

潜能和智慧出发，阐述了运用及转化知识为智慧能力的教育

理念；

《课堂点睛：语文教学设计》：本书系统描述和解读了教师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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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并针对教育教学研究中的困惑，提出了思考

和应对的策略；

《工作智慧：班主任成长记录》：本书记述了班主任对课堂的

思考，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收获和对其他老师的感恩之情；

《超越梦想：语文考试与评价》：本书收录了作者对语文高考

和中考进行思考的研究成果，表达了作者致力于改进考试的

信心；

《兴趣始成：让学生爱上语文》：本书以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教

育故事表现了一个老师的教育机智和策略，学生由此获得的巨

大成长；

《广阔深处：新课程实践实录》：本书记录了教师学习和实践

新课程的心得，对教育管理的思考、发展，对当前教育现象和问

题的看法；

《追求卓越：语文创新思维》：本书系统全面的探索了在中学

语文学习中培养创新型思维的方法和途径。

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师们起

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我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成书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谅解！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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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域网下的教育主题网站

一、目前教育信息化应用现状

１．教育城域网应用现状

据统计，国内已经有了数百个教育城域网，而且城域网建设还

在如火如荼进行着，但城域网应用上的欠缺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

实，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城域网和学校网站

没什么两样，仅仅是用来传递教育行政部门的信息，或发表本地区

各个学校的教育新闻，充其量只是一个新闻平台。有的城域网安装

了一些知名教育软件公司开发的资源库，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资

源库可以在数量上号称几百Ｇ，但真正可用的资源量很小，因为这

些资源库同质化非常严重，甚至有的还是从一线教师个人主页上下

载的，而且现在新课程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标准而教材多版本的现

象，教育软件公司根本没有精力全部开发。也有不少城域网鼓励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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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教师自制课件，吸收优秀课件充实资源库。但资源库中包含了基

础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科，分类不够清晰，不便教师查找。即使如此，

资源也仅仅局限于课件，而资源应该包括教案、学案、课件、论文、随

笔、教学反思等，还有学生的作品。

２．网络学科主题网站建设现状

据来自第二届全国教育主题网站评比大赛的资料显示，近几年

在网上涌现出了许多学科教学网站，绝大多数是由信息技术水平比

较高的一线学科教师制作维护，也包括围绕某个主题组织资源的专

题网站。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说明我们的教师已经开始在自己

的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了。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由于网站建设

大多是个人行为，网站资源容量不大，缺乏优秀的原创资源，原因是

网站制作者并不一定是一个学科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所以相互之

间复制的比较多。另外自我保护主义也比较严重，有的要在网站上

正式注册才能下载，有的甚至还要付费。还有缺乏宏观指导和区域

建设的整体规划、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和主题网站应用水平还较

低等问题。

３．教师应用资源分析

现在教师对网络的依赖性很强，只要是公开课之类的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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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一想到的就是到网上搜索，但由于网络有效资源的严重

缺乏，往往收效不大。有时课件虽然下载下来了，但和自己的

设计有出入，就要计算机老师想办法去修改，我想这或许也是

一些反编译软件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少数教师会根据自己

的教学设计，在网上搜索相关素材，自己动手做教学课件。教

师目前非常需要的是一些直接可以应用到课堂教学的资源，

或者是便于修改的资源，所以建设学科教学资源网站是势在

必行。

二、城域网下教育主题网站建设的意义

目前教育信息化正面临着四种转变：第一，从资金和硬件投

入的竞争转向投资效益的竞争；第二，从教师做课件的个体行

为，提升为新一代优秀教师跨学校跨学科，共同创建科研、教学

网站和教学资源的群体行为；第三，从教师闭门设计教学提升为

师生共同创造新型学习模式；第四，从学校各自为政的封闭竞

争，转向以区域为基础的资源整合、教师跨时空协作研究和专题

网站开发为基础的校际联盟。以上的转变必然导致教育信息化

投资、管理、教师培训，乃至区域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一系列相

应变革。由此可以看出城域网下的教育主题网站建设的必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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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们可以以教育主题网站建设为突破口，引导区域教育信

息化应用向深层次发展；以教育主题网站为平台，促进本地区的

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合理地重组，打破以学校为单位的建设格局，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以信息

化应用为导向，强化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加

快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速度。

三、建立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制度

要顺利实现区域信息化发展的四个转变，要打破原来以学

校为单位，封闭、孤立的进行教育信息化建设体制，但这与学校

的办学利益之间有着强烈的冲突，为什么要把我学校购买的资

源库共享，为什么要把我校优秀教师的资源无偿提供……如果

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永远无法实

现。因此在建设教育主题网站之前，必须要制定出一套区域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和谐发展。

四、城域网下教育主题网站建设技术架构

教育主题网站根据应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科教学

资源网站，第二类是教育反思平台，第三类是专题讨论平台。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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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资源网站主要是汇集本学科教学中要应用的资源，如教

学设计、课堂实录、习题试卷、学生作品等，教师直接就可以拿来

应用，在模仿中创新。教育反思平台，主要是让教师应用博客系

统记录自己教学体验，在同学科教师的反思、交流中学习。专题

讨论平台，让教师随时在进行网上互动。

当前在互联网上建网站用得比较普遍的社会性系统软件有

文章系统、论坛和博客。教育主题网站建设要充分利用这三种软

件的优点，既能方便地对资源进行管理，又有很强的实时交互性。

城域网下的教育主题网站可以先分高中、初中、小学和幼教四个

类别。以小学为例来说明，学科教学资源网站可以用文章系统

“动易系统”搭建，它可以利用增加频道的方法分别建立“语文”、

“数学”、“英语”等学科子站，再根据需要在学科子站中设立相应

的栏目。如果再要细化，可以根据年级设立专题栏目。为了增加

网站的互动性，还需要在学科子站上增加两个链接，一个是学科

教学论坛，为教师提供讨论日常学科教学问题的地方；另一个是

博客平台，为教师提供对日常教学工作反思的空间。学科教学论

坛可以用“动网系统”搭建，以学科设立论坛栏目。博客平台可以

用“Ｂｌｏｇ”搭建，也以学科设立博客类别。这三个平台之间是以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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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为线索相互链接的，突出教育主题网站的学科性质，也是为了

方便学科教师能够迅速检索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把这三个平台的数据库进行

统一处理，也就是要实现当一位教师在任何一个平台上注册以

后，可以在另两个平台上正常登陆，而不必注册三次。还有这三

个平台的界面美化要统一，要给人以一种整体的感觉。

五、城域网下教育主题网站运行机制

网站建立起来后，还要有完善的网站运行机制，保障网站运

行稳定可靠，学科资源平台能够根据教学进度，经常有优质资源

更新，论坛上能够配合区域内的教研活动展开一些专题讨论，做

到网上网下的有机结合，博客上常有一线教师的精彩教育教学反

思出现。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有效地促进区域教师的专业

成长。

１．多方合力，共同维护

要在电教馆、教研室、学校和教师共同支持下，成立一支网

络管理维护的专业队伍，主要由电教馆负责技术支持，教研员和

各学科优秀教师负责网站内容，特别是各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教

学能手、教坛新秀要成为网站的骨干力量。为了鼓励广大教师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