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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学大纲

一、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中文）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英文）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属性
教师教育必修课

程

学 时 32 学分 2

开课单位 教育学院 开课学期 四

适用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是否核心课 否

二、课程描述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是师范类专业教师教育必修课程，旨在提升师范生信息化学

与教的能力。该课程是在现代教与学的理论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等课程基础上，培养师范

生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的能力，师范生能够有意

识利用技术解决教与学问题，优化教与学过程及资源，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作品）制

作兴趣，适应未来信息化教学变革和发展，未来能够将教育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

课程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及工具为学习者创建教育技术应用及体验情

境，师范生在构建和优化个人信息化学习空间实践过程中，提高利用教育技术提升媒体

资源利用和管理能力，形成信息技术应用持续发展观和终身学习观。同时通过现代教育

技术应用课程的系统学习和应用实践，知道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规范，提升多媒体艺术

审美情趣和创新意识，在教育技术应用案例及优秀作品示范中感受中国信息化教学发展

成就及影响，通过小组、团队等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和协作意识。

三、课程目标及权重

课程目标 目标要求 权重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贡献

度

课程目标 1

（1）能够描述教育技术、信息化教学、信

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媒体等概念，举例说

明媒体技术发展过程及对教育教学（系统

及要素）的影响。

（2）能够列举教育技术基础理论及核心观

点。

（3）能够比较信息化教学资源类型特点及

应用情境，列举个人学习及教学中见用信

息技术软件和工具，并能够描述相应软件

工具功能和特点。

（4）能够陈述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应用过

程中常见问题，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0.1

3-3 学科教学知识：学会

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教

育理论，有效指导中学数

学教学实践活动。

L

0.2

4-1 教学基本素质：通过

“三字一话”、现代教育技

术等教师基本技能的考

核。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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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目标要求 权重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贡献

度

课程目标 2

（1）能够优化个体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构

建信息化学习空间，创建个体信息化教学

资源库，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资源（知

识）管理。

（2）合理选择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教学内容

加工和信息化教学活动设计，能够利用信

息技术工具及软件对图文、声音、视频、

动画等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及优化。

（3）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学

习、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解决课程中教与学

中的问题。

（4）能够综合全面对信息化教学作品及活

动进行分析和评价。

0.5

4-1 教学基本素质：通过

“三字一话”、现代教育技

术等教师基本技能的考

核。

H

课程目标 3

（1）通过信息技术应用体验、撰写学习日

志等活动，学习空间管理、感受信息技术

应用的定制、重用、迭代及问题解决等思

想方法，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及工具进行学

习反思，形成教育技术支持的专业发展和

终身学习观。

（2）能够依据教学问题合理选择信息技术

工具，设计和优化教学资源，能够利用多

媒体美学设计原则分析多媒体教学作品，

提高审美情趣，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反

思、协作和交流，提高终身学习能力。

（3）学习者能够主动进行信息化教学资源

设计及创作，感受中国信息技术化教学发

展成就及影响。

0.2

4-4 教学研究能力：具有

一定创新意识，能够结合

中学数学核心素养的要

求，发现和提出数学教学

中的现实需要和问题，主

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利

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

析和解决数学教学问题。

M

四、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感受教育技术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

教学目标 能够陈述媒体技术发展过程及在教育教学中应用领域，结合具体案例分

析教育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影响，知道当前教育技术应用实践领域及发展

趋势；能够比较经典教与学理论核心观点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究教育技术对教育系统中各要素影响的本质；领会教育技术在教师

教学技能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教育技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教学重点 教育技术本质知道及教育技术理论基础。



455

教学难点 教育技术对教育系统要素的影响。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法

主要内容 第二节 教育技术产生与发展

1.媒体技术与教育技术

2.教育技术应用与实践领域

第二节 教育技术理论基础

1.媒传理论

2.学习理论

3.多媒体教学理论

第三节信息化教学环境类型及设计

1.信息化教学环境类型

2.个体信息化学学习空间创建

3．教育技术学习方法与建议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

▲实践任务：个人信息化学习环境定制，优化计算机、手机等信息化学

习工具，根据专业及个人需求选择相应学习软件和工具，提供信息化助

手工具及应用演示视频学习材料。

第二章 信息化资源利用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能够陈述数字化教学资源类型及特点，并根据不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类

型选择适当的获取方法途径；能够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及条件构建信

息化学习空间及资源库；能够合理选择和应用信息化工具记录、存储、

分享资源，探究相应工具及资源个体、小组学习中应用方法，优化信息

化学习环境及条件，培养信息鉴别、评价和溯源能力，养成合理利用信

息技术工具习惯及意识。

教学重点 不同类型信息化教学资源类获取途径及方法。

教学难点 信息化教学资源分析、评价和溯源。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实践 2学时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讨论法、演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化教学资源类型

1.信息化教学资源

2.信息化教学资源类型

第二节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

1.通用搜索技巧

2.专业数据库资源获取

3.人际搜索

第三节 信息化教学资源管理

1.基于文件与目标的资源管理方法

2.基于思维导图资源管理方法

3.基于记录与链接的资源管理方法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实践练习

▲实践任务：基于特定主题的学习资源获取与学习资源管理，构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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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组学习资源库。

第三章 图文信息加工与处理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资源应用需求及条件，选择合理信息技术工具对图文类型的教

学内容加工；能够陈述图文教学资源特点，并能够辨别常见图文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并选择解决方法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知道图文信息呈现

形式及实现方法，分析和比较各种形式适合情境；利用适当信息技术软

件及工具，依据相应的设计语言及规则，学会图文排版及美化方法，设

计并制作图文类教学资源，如数字化学习卡片、结构图、流程图等，探

究其在教学中应用条件及要点，做好资源管理，进一步优化个人信息化

学习空间。

教学重点 信息化教学资源中图文应用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教学难点 图文信息设计与教学信息传递效果之间影响。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教学实践 4学时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演示示范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文本常见问题及解决

1.识别与转换

2.学科特殊符号输入

3.文本信息加工方法

4.链接文字处理

第二节 图形与图像常见问题及解决

1.图形绘制

2.图像常见问题及解决

3.二维码设计及在教学中应用

第三节 图文教学资源设计

1.图文排版与设计原则

2.图文教学资源设计与实现

学习方法 小组学习、任务驱动

▲实践任务：基于特定主题的“学习卡片”设计与制作，并设计特定的标

志、利用二维码实现“学习卡片”信息拓展。

第四章 声音信息加工与处理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资源应用需求及条件，选择合理信息技术工具对声音类型的教

学资源及教学资源中声音进行加工；能够陈述声音教学资源特点与常见

问题及解决方法；能够利用计算机或手机及工具录制声音，并依据需要

对声音素材进行编辑；利用适当信息技术软件及工具，依据相应的设计

语言及规则，设计声音类教学资源，如解说词等。探究其在教学中应用

条件及要点，做好资源管理，进一步优化个人信息化学习空间。

教学重点 教学资源中声音问题及解决方法。

教学难点 解说词设计与录制。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实践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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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学中声音应用

1.教学及教学资源中声音应用方式

2.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声音常见问题及解决

第二节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声音常见问题及解决

1.声音录制与降噪

2.声音剪辑

3.声音合成

第三节 声音教学资源设计

1.解说词设计

2.背景音乐设计

3.对象音效设计与实现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

▲实践任务：为图文信息加工中制作的“学习卡片”设计和录制解说词，

能够实现播放控制，并选择适当的背景音乐。

第五章 动画与视频信息加工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资源应用需求及条件，选择合理信息技术工具设计制作教学动

画，对视频类型的教学资源及教学资源中视频进行加工；知道动画及视

频教学资源特点与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学会教学中动画设计及实现方

法；学会教学视频拍摄基本要求及技巧；利用适当信息技术软件及工具，

依据相应的设计语言及规则，设计动画与视频类教学资源。探究其在教

学中应用条件及要点，做好资源管理，进一步优化个人信息化学习空间。

教学重点 教学中常见动画类型及实现方法，教学视频拍摄和剪辑。

教学难点 教学动画设计制作、教学视频编辑。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 实践 6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演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动画与视频教学应用

1.教学中动画应用

2.教学中视频应用

3.动画与视频合成方法

第二节 教学中几种常见动画形式与实现方法

1.信息呈现顺序动画

2.信息呈现方式动画

3.模拟及控制对象运动轨迹动画

第三节 视频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

1.教学视频制作一般过程

2.教学视频拍摄常见问题及解决

3.镜头语言类型及表达特点

第四节 教学视频加工

1.视频截取与组接

2.视频内容叠加与标注

3.视频资源发布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 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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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任务：基于以前设计制作的教学资源主题（学习卡片与解说词），

优化和完善信息呈现，并将其转换为视频。

第六章 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根据师范专业（学科）特点，引导学生根据中小学教学内容（具体一个

知识点）中存在的教学问题及应用场景，在前述教学资源加工基础上，

选择适当的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如微课、课

件、教学片段、线上课程等，培养教育及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制作能力，

知道信息呈现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提高多媒体艺术审美情境；知道不

同形式数字化教学资源特点及应用常见问题；熟练操作微课、课件等数

字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一般过程；依据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资源及条

件，运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方法及模式，提高资源重用效率，体会信

息技术应用及问题解决方法特点，优化信息化学习空间。

教学重点 微课、课件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制作方法。

教学难点 提升数字化教学资源利用效率方法及策略。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实践教学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

1.数字化教学资源类型

2.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一般过程

3.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常见问题

第二节 课件设计及制作案例

第三节 微课设计及制作案例

第四节 在线课程及资源设计及制作案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任务驱动

▲实践任务：在前述资源设计加工基础上，相对完善地完成某一种类型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并提供完善的资源应用支持材料，如作品教学

设计及应用手册、配套练习材料，作品要有相对完整的结构：如主界面、

结构导航、帮助信息等。

第七章信息化教学设计及信息化教学实践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

教学目标 通过典型信息化教学案例分析，比较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管理、教学资

源组织、教学活动组织、教学评价方式与传统教学的差异。能够根据实

际条件和教学需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平台）开展信息化教学活

动，培养教育技术应用实践能力，养成利用教育技术解决教学问题意识。

能够比较和分析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智慧教学几种典型的信息化教学

形态及模式特点；

教学重点 信息化环境下教学活动设计、实施和评价。

教学难点 信息化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 实践任务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演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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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

1.信息化教学环境设计

2.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学生管理策略

3.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教学资源组织与管理

4.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

5.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教学评价

第三节 几种信息化教学模式

1. 基于群组的个别化指导教学模式

2. 基于线上资源的混合教学模式

3. 基于微课资源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4. 基于智慧教室的精准化教学模式

学习方法 研究性学习，任务驱动

▲实践任务：结合前述设计制作的教学资源及信息技术应用实践条件，

设计一节具体的信息化教学方案，并以视频的方式介绍介绍本方案特

色、可行性和实施要点。

五、教学要求

1.通过教学及教育技术应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全面领会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和基本问题，要求学生牢固学会教学的重点内容，深刻知道教学的难点内容，提升教

育技术应用能力并能将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实践应用，积极设计创作数字化教与学资源

（作品），培养学生技术解决问题思维及意识，能够综合运用教育技术解决学科专业的

教学实际问题。

2.为学生提供教育技术应用案例和作品，激发学生设计创作兴趣，提升审美情趣，

注重学生研究性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安排教学任务过程中可以将第 3、4、
5章知识点或部分点整合到第 6章，以具体的教学问题解决及信息化教学资源（作品）

设计制作为框架组织和安排教学任务、教学活动，并在学时安排做相应调整。

3.注意引导学生知道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规范及信息安全，注重信息发布及作品展

示过程中学生隐私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创作乐趣，学会信息化资

源管理方法，养成资源重用及迭代更新意识。

4.因师范各专业培养方案不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支撑目标略有差异，充分考

虑各师范专业及学科的教育技术应用需求与差异，精选信息化教学软件工具、资源及案

例，并灵活对各章节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体育美术专业注重视频资源加工，音乐

专业需要适当增加声音资源加工及应用案例，数学专业可以选择几何画板等资源加工工

具等。

5.各专业可以根据需求及后续人才培养要求对第 6、7章教学内容及模块选择其中某

一种或几种资源及资源应用模式进行教学，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有课件制作与

应用课程，第 6章教学内容适当调整，侧重微课及在线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6.坚持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及应用为核心，优化学习者信息技术学习空间，培养学

习者教育技术解决教学问题意识，创作信息化教学作品，鼓励创新精神。

7.做好教学各环节的工作，认真备课，用心上课，严格出勤统计，充分利用教育技

术线上教学资源，充分为学生提供体验教育技术应用及实践条件及情境，加强线上线下

课外辅导，及时布置与批改作业，科学设计考核内容。

六、课程的考核环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自评方式

（一）成绩构成

考核成绩=期末成绩×60%+平时成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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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成绩说明

1.期末考试形式：作品汇报与展示，采取百分制，作品及汇报展示形式可以为课堂

展示或录制解说视频展示。

2.期末考试支撑课程目标 2，作品要充分体现信息技术应用及优势，利用课程中学

习的信息化资源设计与加工方法。

作品要求：

（1）作品主题：所学专业中小学某具体知识点或本课程学习成果总结。

（2）作品形式：PPT、视频、思维导图或在线的图文教程，也可以综合应用多种形

式。

（3）作品提交：超星学习通或网盘分享链接。

（4）作品命名：姓名+学号+作品主题。

（5）作品可以个人完成，也可以小组完成（推荐），小组作品为系列作品，各小

组成员必须有相应的子作品。

（6）作品以计算机及大屏投影展示场景进行设计。

评分标准：

作品满分 100分，作品抄袭、主题内容不当问题直接评为 0分。作品评价主要维度

包括：作品选题及教学设计、技术应用和作品艺术表现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标准及加减

分项如下表：

（三）平时成绩说明

1.平时成绩为百分制，由实践任务及作业（a1）、课堂表现成绩构成（a2）。

平时成绩=a1×0.7+a2×0.3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选题及教

学设计
30分

作品选题得当，能够针对特定教学内容及问题

解决设计作品。10分
作品结构及内容呈现符合学习者认识规律和媒

体设计原则。20分

主要考查学生的教

育技术理论及信息

化教学设计能力。

技术应用 50分

技术工具选择及作品表现形式实现方法应用得

当。10分
综合利用图文声像表达特点，媒体方法及形式

得当。30分
媒体素材及格式选择得当，兼容性强。10分

主要考查学生的信

息技术工具应用及

媒体设计能力。

艺术表现 20分

界面及排版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如 CARP。
（10分）

合理使用声音、动画及过渡效果、美化图文样

式等增强作品表现力（10分）

主要考查学生的审

美及界面设计能

力。

加分项

1、作品及技术应用方法独创性、作品表现新颖

性。

2、作品具有个人或小组标志。

3、利用公众号、B站等网络工具分享自己作品。

具有其中加分项，

适当提高作品评

分。

减分项

1、套用模板。

2、书本或原内容搬家，内容缺乏设计和加工。

3、作品及使用素材命名不规范。

4、素材引用不规范。

5、外部链接使用不规范。

6、作品及使用图片、视频素材分辨率不当。

具有其中明显问题

的作品，适当减分，

3项以上者最多得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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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分值 分值分配 考核内容

实践任

务及作

业
a1

100
分

实践任务及作业满分 100分，权重 0.7。
（1）每次实践任务及作业 20分；

（2）完成相应实践任务，养成持续记录

（学习日志撰写）习惯。

主要采取过程性评价，通

过实践任务及个人学档

（信息化学习空间）完成

情况考核学习者对信息

技术工具应用方法和习

惯的养成，查看学习日志

内容的创新性和记录的

连续性。

课堂表

现
a2

100
分

课堂表现采用百分制满分 100 分，权重

0.3。
（1）缺勤每次扣 10分；

（2）主动分享实践任务成果及作品，依

据作品质量及介绍情况每次加 10-20分；

（3）主动学生日志问题及课程任务列表

任务，依据问题解决情况，每次加 10-20
分；

（4）主动参与实践任务及团队活动，参

与线上线下教学活动适当加分。

主要采取形成性评价，考

核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方

法及习惯，以及小组合作

能力。

2.平时成绩主要支持课程目标 1、2、3。

七、课程达成度分析

课程达成度分析方法详见《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教育行政〔2020〕6号）。

八、教材、参考书目及课程资源

1.拟选用教材

[1]孙方.现代教育技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校本教材）

2.参考书目

[1]黎加厚,鲍贤清.现代极简教育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2]李世荣.现代教育技术(第 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3]孙方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实践[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李志河.现代教育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5]张剑平.现代教育技术(第 4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网络资源

[1]教育技术论坛:http://www.etthink.com/
[2]且行资源:http://www.qiexing.com/
[3]网易云课堂:https://study.163.com/user/555795.htm
[4]教育技术论坛微信公众号:etthink
[5]中国基础教育网:http://www.cbe21.com/
[6]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http://www.p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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