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小学 
学校信息化工作发展规划 

一、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 只楚小学 所涉学段 五四学制小学段 

学校负责人：姜健华 

项目联络人： 刘洪娟                           联系电话：13953519597 

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 

姓名 年龄 学历 专业 职务 

姜健华 47 大学 语文 校长 

刘洪娟      51 大学 语文 副校长 

沈涛 40 大学 数学 教导主任 

安小朦 33 大学 语文 教导副主任 

陈崇建 40 大学 微机 教师 

冯文玉 27 大学 英语 教师 

二、学校基本情况分析 

学校发展状况： 

    只楚小学始建于 1916 年。现有教学班 13 个，教职工 39 人，学生 612 人。历



经百年，校园处处洋溢“景溢书香，物蕴快乐”的教育氛围；历经百年，学校积

淀了“博学尚德笃行创新”的教学理念，信息化是学校的教育特色。 

只楚小学的校园信息化建设经历了四阶段：建室——90 年代，建设了一个

微机室和多媒体电教室等专用教室,开始了信息技术教学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建网

——2008 年，自筹资金建成了高标准的网络中心，让校园的每个角落实现了网络

无缝覆盖。建室——2009 年，学校紧紧抓住芝罘区建设“班班通”工程的契机，

全区率先实现了“班班通”工程，并建设了具有现代化的互动录播教室 2010 年，

学校又在全区率先将十个教室全部更换成了电子白板组合式黑板。无线覆盖——

2013 年，学校安装了无线并购买 50 台平板电脑，让平板电脑走进了课堂。 

学校是全区第一批实施班班通工程和建成互动录播教室的学校、第一批实现

学生平板电脑移动终端进课堂和即时微型校际互动教研的学校、第一批实现网络

无线覆盖的学校。是首届烟台市数字化校园。 

      信息化条件： 

    学校按照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建设，信息化办学硬件条件在区域内相对薄弱： 

    1．网络条件：学校已实现校园网络全覆盖、网络设备全接入，wifi 覆盖教

室、办公区。教室网络接口留有适当冗余,公共活动场地配套网络端口。 

    2．信息化硬件：学校教室电子白板一体机配备达到 100% ；教师配备办公电

脑比例达到 100%；配备了录播教室、科学实验室 2 个专用教室，另外还配备了校

园电视台。   

    3．软件平台：学校利用 QQ 群作为班级管理平台，钉钉软件作为线上教学平

台，利用 PPT 作为教学平台。 

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学校位于城区西部，属于薄弱学校。教师事务性工作多，学习和使用信息

技术时间不足。 

2.教师所掌握的信息技术有限，对于软件的使用还局限于常规获取信息的渠

道，青年教师数量大，占教师总量的四分之三。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能力弱，信

息技术水平需求与实际能力之间有差异。 

核心诉求： 



通过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0工程，提升全体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1.与学校发展规划相结合。借助信息化 2.0培训提升学校办学质量。 

2.提升中青年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优化教育教学各环节、改进教法与学法及规

范诊断评价。  

3.提升学生学业水平，打造好多媒体学习环境，努力开发混合型学习环境，向智慧

型学习环境迈进。 

三、学校发展 SWOT分析 

(S）优势： 
    1.硬件配备先进：交互式一体机、全校无线网络、教师办公电脑三项 100%。     

2.信息化接受程度高：教师队伍年轻，信息化素养高，乐于接受运用新技术。 

3.学校教学改革气氛浓厚，校领导班子紧抓教学改革。 

（W）劣势： 
    1.青年教师和新入职较多，各项常规事务性工作多，班级管理和学科教学水平亟待

提高。 

    2.各专业教师所掌握的信息技术水平不一，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时间不足。对于软

件的使用还局限于常规获取信息的渠道。 

3.教师在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中，需要理念、技术、实践三者融合，成长过程较

缓慢。 

4.教师平时课多，集中学习培训的难度大。 

（O）机会：  
    1. 成为学校发展进步的契机，把教科研、培训、电教、教学资源协同有序推进。  

    2.借助能力提升工程 2.0建设课堂新环境，推进信息化教育教学。 

    3.探索混合式校本研修方法，开展教学创新活动，提高信息技术应用培训针对性、

时效性。 

（T）风险 ： 
   1.教育资源准备与建设不足，在探索的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缺少有效推广。 

   2.存在教学方式变化得不到家长的支持和理解的因素。  

   3.学校年轻教师大量增加，导致教学质量的稳定性不足，教师培养和专业发展情势

紧迫。 
 

四、学校发展愿景 

1.学生：学生在正确掌握与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工具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同 



时，信息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得到增强。 

2.教师：确立种子引领教师，在学科教学中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起到全方位引领

作用，青年教师具有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能力，老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能基本满足教学需

要和办公需要。 

   3.学校：学校建立支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资源库，并以此为契机提升办学品位,

提高教学效果，建成信息技术应用先行示范校。 

五、学校绩效目标 

未来一年的学校绩效考核： 

一级绩效目标（必选）： 

1. 每位教师在对应选项中至少选择 3项微能力点，利用平台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测评作业。 

2. 每位教师选择至少一个感兴趣的微能力点，每个学期至少提交一份该微能力点

在工作应用的证明材料群或案例等。 

3. 学科种子教师在自己的课题研究中， 每学期至少提交学业评价方向一份应用 2

个以上微能力点的引领性使用案例或证明材料等。 

4. 中青年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每学期至少提交一份教学设计有关的微能

力点工作应用案例或证明材料等。 

二级绩效目标（可选）： 

1.与教师工作能力相关的成果输出，论文、案例、教育叙事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视

情况邀请高校该领域教授参与）评定等级后，赋分计入个人考核。 

2.与学生学业提升相关的成果输出：档案袋、绘画作品、科技制作、作文、科普等，

按照成果种类由对应教研团队（视情况邀请家长委员会中对应特长的家长志愿者参与）

评定等级后，赋分计入个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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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教师： 



1.全体教师在对应选项中选择 3-6个微能力点，自主学习并完成对应学习作业。 

2.中青年教师每学期确定至少一项与课堂教学相关的自己的微能力增长要点，

在工作中进行长期有效使用，以课例的形式进行展示，教导处进行引领指导与诊断

评价。 

3.种子教师每学期提供一次与某项微能力点相关的引领活动。 

 面向学生： 

1.中高年级在教师推荐的平台、公众号等中，自主选择网络资源进行检索。 

2.低年级能够观看教师指定的网络信息内容。 

 面向学校： 

1.学生学业水平的整体数据的可视化解读及呈现。 

2.家长满意度数据的解读和调整。 

3.学校每学年发表不少于 1期公众号专题报道。 

备注： 

 学科种子教师                  中青年教师           45周岁及以上教师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

用 

A13数据可视化呈现与解读    A1技术支持的学情分析    A5技术支持的课堂导入     

B2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6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3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        

B6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B2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6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研修主题 信息化条件下的师生核心素养提升 

研修内容 

理念与模式： 

理念：让每位教师专业化成长，让每位学生五育全面发展 

模式：任务驱动模式、项目学习模式 

          微能力名称             选择理由 

A11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评价

单一滞后。 



A3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 
课堂教学常用形式，能够满足深度学习的

最低要求。 

B2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能力

待提高。 

A5技术支持的课堂导入 

A6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1技术支持的学情分析 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真实需求。 

B6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对学生学习成果呈现的深度不够。 

A13数据可视化呈现与解读 学校整体发展的需求。 

研修形式 集中学习（线上+线下）、自主学习（平台资源+工作应用研讨）    

研修安排 

时间 内容 负责人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 

组织管理：组建校级管理团队、制定学校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发展规划、确定学校微

能力项目、开展教师培训、制定考核奖评制度 

校长 

2022 年 1 月-7 月 

学习指导：以教研组为单位，每名教师选取 3 个

微能力点进行学习研究，形成初步的个人资源包；

邀请专家进校指导，提升学习质量。 

副校长 



2022年 9月-10月 
成果展示：在校级课堂教学大比武中检验信息化

学习成果， 形成校级资源库。 
副校长 

2022 年 11 月-12

月 

考核奖评：对全体教师的信息能力提升进行考核，

奖励在提升工程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形成教师个

人提升档案；做好提升工程的总结。 

校长 

考核要求 

研修活动参与：全员参与。 

研修成果产出：种子教师成果产出要有导向性，呈现形式自选；中青年教师成果产

出可提交至少一份优秀成果，具体内容及形式自选；45周岁以上教师基本成果应用，

有使用痕迹即可。 

考核微能力数量：每位教师至少 3个微能力点。 

测评通过率：达标率 90％，良好率 80％，优秀率 20％。 

机制设计 

管理机制：成立学校教师能力提升项目小组 

运行机制：培训先行，应用常态化，搭建成果产出展示平台。 

考核机制：必修项目为基础分数，不达标扣除相应分数。选择绩效为增值考评，个

人考核总分数基础上进行叠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