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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

一、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所涉学段 初中

学校负责人：李殿全

项目联络人： 高华 联系电话：13505352321

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

姓名 年龄 学历 专业 职务

李殿全 55 本科 数学 校长

林海红 51 本科 生物 副校长

杨树勇 48 本科 数学 副校长

王鲁晓 34 本科 英语 教务处

高华 43 本科 英语 教科处

李燕 35 本科 思想政治 政教处

姜晓艳 37 本科 计算机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教研组组长

二、学校基本情况分析

办学特色：

开发区一中人文底蕴深厚，在“全人教育”理念下，以习惯养成为抓手，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与个性发展，在家校社德育一体化、跨班级校本课程走班、跨年级校外综合实践活动等方面积极探

索。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我校信息化教学应用方面的“一四五”线上教育教学实践与探究，作为

优秀案例，被推选到市里。目前，学校大力推进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课堂的探索与实践。

信息化条件：

（一）硬件设备及软件应用情况

我校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当代特色学校，省规范化学校等 20 余项省市级称号，2016 年被烟台市

教育局评为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2019 年与 2020 年连续两年荣获烟台市初中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我校作为省级数字化示范学校，烟台市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建有齐全的信息化硬件基础和完备的

网络安全环境。在硬件方面，所有班级配备数字化触控一体机，建有 2 个标准学生机房，生机比实

现 1:1，教师达到人手一机，无线网络、校园安防监控实现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学校加快推进“实

验室建设现代化”，配备了录播教室 1 个、数字地理教室 1 个、理化生实验室 6 个、探究实验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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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3D 打印实验室 1个、创客实验室 1个，各学科教学仪器设备配备齐全，实现了实验室数字化管

理。在软件方面，我校全面推进了“智慧校园平台”、赛事活动系统及信息设备统计系统等应用在

学校教学、管理、服务等工作上的运用。我校现已开通考勤打卡、调课、特种教室申请、物品领用、

物品维修、公文流转、资料印刷、公章使用等日常办公的审批功能。这些功能提高了我校日常办公

效率，实现了教学、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二）教师情况

我校教师整体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项目组骨干教师有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有先进的教

育理论以及较强的科研能力，学校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方面一直走在全市前列。我校有“烟台市优秀

教育网站制作人” 2 人， “烟台市教育信息化优秀个人” 2 人， “开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2

人，“开发区教学能手”3人，先后取得山东省电教优质课 1 节、山东省创客优质课 1 节、山东省

初中信息技术优质课 1 节、烟台市初中信息技术优质课 6 节等，多次参加课件制作等方面的比赛，

获得过“山东省微课大赛一等奖”“烟台市优秀多媒体课件”等奖项。在创客教育方面，坚持让学

生从动手中获得成就，在各级组织的比赛，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1 人，省级奖项

3人次，30 多名学生获得市级以上竞赛奖；教师先后获得“山东省创意制造大赛一等奖辅导奖”、

“烟台市机器人创客竞赛优秀指导奖”、“烟台市青少年 IT 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指导教师”、“开

发区创新未来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学校多次获得“优秀组织奖”等。教师姜晓艳及张

艳为区信息技术学科带头人，有利于校内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活动的开展。学校在校内数字资源库的

建设方面已经重新规划，加大数字资源库的建立、开发与应用。

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信息化教学方面，目前教师仅满足于粗浅的技术应用，对现有工具开发利用不够深入；尚未建

立健全与信息化教学有关的考核机制，用来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对信息技术的深入学习与创新。

家长对信息化教学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支持度不充分。学生独立线上学习自控力有待提高。

核心诉求：

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技术素养，提升课堂教学品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创建学校特色育人文

化品牌。

三、学校发展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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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学校文化底蕴深厚，连续两年被评为

烟台市初中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2.有一批业务能力和信息技术过硬，在

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骨干教师。

3.“一四五”线上教育教学实践与探究，

为学校信息化教学积累了丰富经验。

W
1.教师年龄结构哑铃型，中年骨干团队

相对薄弱。

2.教师信息化理念和技术参差不齐。

3.学科各类信息化平台利用不充分,滞

后于深度学习课堂建设步伐。

O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课堂

建设，为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指明方向。

2.此次能力提升工程，会进一步推进学

校数字化校园环境的提高。将整体推进

学校信息化教学的步伐。

T
1.面对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学校育

人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校课

题研究、课程建设与课堂活动提出深层

思考。

3.信息化教学的推进，需要转变教师、

家长、学生三方面的理念与行动。

四、学校发展愿景

学校的发展愿景：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基于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推

进学生合作学习。

学校的信息化发展愿景：依托信息化平台，借力优质数字资源，培养学生学科思维与信息化素养，

助力学校智慧课堂建设。

五、学校绩效目标

1.在校本研修方面，每个教师完成 50 学时的学习（含 25 个校本实践学时，至少参与两次校本教研

活动；至少通过其中三个微能力认证，并提交相关的认证材料）。

2.建设优质的学科结构化教学资源，备课组整合本学年的教材，确定每单元的核心概念（核心问题），

并在教研组层面交流研讨、修改完善，形成优质的教学设计、导学案、课件、微课等学科组结构化

教学资源，并上传到腾讯智慧云平台进行共享。

3.学校师生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满意度超过90%。

4.借助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课堂，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基于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教学环境，



4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推进学生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学科思维与信息化素养，助力学校智慧课堂建设，

中考成绩达到全区的优秀水平。

六、校本研修方案

校本研修绩

效目标

基本的绩效目标：每个教师完成 50 学时的培训，其中实践学时不少于 50%。

可选的绩效目标*

 面向教师：教师完成 3 个微能力点的认证工作；教师自我效能感在前后测中表

现出明显差异，学校教师微能力合格率为 100%，各教研组的能力提升方面骨干教

师全部达到优秀；

 面向学生：学生学习投入度、学习自主性和课堂自信心在前后测中表现出明显

差异， 标准化测试成绩得到明显提高；

 面向学校：一年以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高于 95%。

研修主题 指向深度教学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研修内容

理念：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基于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推进学生合作学习。

模式：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课堂优化教学模式

学校的能力点范畴，以及选择理由：

微能力名称(建议涵盖 3 种环境) 选择理由

A1 技术支持的学情分析
通过技术手段，能够充分了解学情，通过

精准测评，提升教学效益。

A2 数字教育资源获取与评价

通过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获取优

质的数字教育资源，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

的专注力。

A3 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

通过校本研修活动，培养教师演示文稿的

设计与制作，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促

进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A4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通过依托教育技术手段，加强数字教育资

源的管理，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

A5 技术支持的课堂导入
通过依托信息技术手段，丰富课堂导入活

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A6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通过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能够优化教学

环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A7 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

通过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能够优化教学

的总结提升环节，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

升。

A8 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通过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微能力点的学

习，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培养

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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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依托校本研修活动中微能力点的学习，提

升教师设计与制作微课程的能力，有助于

教师制作优质的课程资源。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的课堂，倡

导以终为始，逆向设计，评伴全程。优化

问题设置、嵌入性评价及活动展示，促进

学生深度学习与思维进阶。通过微能力点

的学习，培养教师设计与应用评价量规的

教学能力。

A13 数据可视化呈现与解读

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与解读的微能力点

的学习，采用技术手段呈现和解读数据，

有助于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B1 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

通过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的微能力点

的学习，教师将学习采用技术手段，进行

检验与练习，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益。

研修形式

1. 研修组织形式：线上研修与线下研修相结合。

2. 研修内容形式：教师在线学习信息化 2.0 的微能力点课程，种子选手教研组内引

领示范，学校统一组织专题培训，各备课组、教研组进行校本教研活动，依托校内

第一初级中学信息化能力提升各组负责人及种子选手

教研组 2.0 工程负责人 1 号种子选手 2号种子选手 3 号种子选手

语文 邹惠兰 李修齐 杨坤钰 李盼盼

数学 曲兰兰 曾庆元 李乐龙 郝凤娟

英语 刘菊宁 张红宇 刘超 李雨晨

物理 单颖 杨琳 李秀花

化学 于伟 王玥 于娇

历史 孙丽君 张丽 刘灿

地理 曹雨桐 曹雨桐 丁金环

生物 孙凌杰 朱丽菲 秦婷婷

道法 王爱萍 吴佳悦

音乐 成君萍 由雪梅

体育 臧崇伟 徐海林

美术 潘晓良 王涛

信息 姜晓艳 张艳

综实 冯兴颖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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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开课活动，运用微能力点进行备课，教学设计，教学评价，教研组内讨论反

思，老师个人准备教学素材，融入三个微能力点的使用，备课组内打磨。

研修安排

时间 内容 负责人

阶段一

2020.12-2021.1

学校从当前教育的发展形势、教师个人成长等

方面向全校教师介绍信息化2.0工程，各教研

组学习理论知识及讲座报告，各学科教研组划

定能力点范围，学校制定奖评机制。

校长

副校长

阶段二

2021.1-2021.2

教师进行微能力点的课程学习，开展研修活

动。

教科主任

阶段三

2021.3

选取种子教师先行培训，根据组内的微能力点

教师确定个人的三个微能力点，备课组内打

磨，形成优秀课例。

教科主任

教研组长

阶段四

2021.4-2021.5

以教研组为单位，依托信息技术支持的青年种

子教师公开课活动，形成示范案例。

教科主任

教研组长

阶段五

2021.6-2021.8

各教研组进行信息技术支持的深度教学优秀

课例比赛活动，形成富有学科特色的信息技术

支持的深度教学优秀课例；保留并整理过程性

资料，形成教师信息能力提升档案。

教研组长

阶段六

2021.9-2021.10

展示骨干教师优秀案例，上传腾讯智慧平台进

行共享学习。

教务主任

教研组长

考核要求

1.研修活动参与情况：要求教师全员参与，要求教师参与率为 100%；每位教师要完

成 25 学时的在线学习和 25 学时的校本实践；每位教师至少参与 2 次校本教研活

动；

2.研修成果产出情况：每位教师至少通过 3 个能力点的微认证，提交相应的微认证

材料；教师参与信息技术支持的深度教学优秀课例评选活动，教师参与率达 60%以

上，形成富有学科特色的优秀课例；

3.测评通过率方面，全面覆盖所有教师，测评通过率达 100%。



7

机制设计

一、组建团队机制：

学校成立本校信息能力提升工程 2.0 指导团队，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本校工程

规划和实施方案，推动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评价激励机制：

1. 制定学校评估方案，通过评价和激励的双向措施，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借

力信息技术，优化教学环节。学校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精准测评并考核评

估。

2.结合区级评价机制，采取校内考核与区内抽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微能

力点的测评，测评结果纳入本学期教师成长发展考核。

3.推送信息技术支持的初中深度教学优秀课例，将优秀资源上传云平台进行共

享学习。对在此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教师或备课组进行表彰加分。

三、运行管理机制：

实行扁平化管理，学校中层干部分工下沉到学科组，负责项工程的保障、推进

与督导。

四、资源共享机制：

各教研组推选优秀案例，将优秀资源进行共享，展示与宣传。对在此次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个人或教研组进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