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什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1）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①的定义和内涵 

所谓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

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

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

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转变为“主导—主体相结

合”的教学结构。其内涵包含三种基本属性：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新型教

与学方式、变革传统教学结构。 

（2）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 

指导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先进教育理论包括支持教师讲授为主的学与教

理论，也包括支持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学与教理论，还包括“教学结构理论”。 

所谓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某

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它将直接反映出教师按照什么样

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来组织自己的教学活动进程，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

习理论的集中反映，也是教学系统四个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是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创建新

型的、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

教学结构，以便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创新人才培养的目

标真正落到实处。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角色看成是演示

工具，关注单纯事物的演示和知识呈现，而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忽视

了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更没有认识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要改变

传统的教学结构。 

（3）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途径与方法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是： 

①要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特别是新型建构主义理论与奥苏贝尔理论）来指

导“整合”； 

②要紧紧围绕“主导—主体相结合”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来进行整合； 

③要运用“学教并重”的教学设计理论、方法对“整合”课进行教学设计； 

④要重视各学科教学资源的建设和信息化学习工具的搜集与开发——这是

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必要前提； 

⑤要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建构能支持新型教学结构的教学模式。 

（4）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 

新型教学结构的形成要通过全新的教学模式来实现。由于“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也就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而学科教学过程涉及三个阶段：一

是与课堂教学环节直接相关的“课内阶段”，另外两个是“课前”与“课后”阶

段（这两者可合称为“课外阶段”）。所以基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

只有两种，即按照所涉及教学阶段来划分的“课内整合教学模式”与“课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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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两种。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关注信息技术与“课前”、“课后”教学过程的整合，

即“课外整合模式”。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许

多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例如 Webquest（基于网络的探究模式）和 Just-

in-time Teaching（适时教学模式，简称 JiTT），尤其是 Webquest 这种模式更是在

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大影响。 

我们中国学者则比较关注“课内整合教学模式”，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批颇受广

大教师欢迎的成果。由于课堂教学涉及不同学科、不同教学策略和不同的技术支

撑环境等多种因素，所以实现课内整合的教学模式分类要复杂一些。例如，若按

学科划分，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等不同学科的课内整合教学

模式；若按教学策略划分，有自主探究、协作学习、演示、讲授、讨论、辩论、

角色扮演等不同策略的课内整合教学模式；若按技术支撑环境划分，则有基于网

络、基于多媒体、基于软件工具、基于仿真实验等不同技术支撑环境的课内整合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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