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现代信息技术 

改造传统教学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沈  彬 



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 

 

 形式：混合教学。面对面教学和计算机辅助在线学习的结合  

                              ——柯蒂斯·J·邦克（Curtis J. Bonk） 

 归因：改造传统。解决传统教学难以或无法解决问题 

 

 要求：选材适宜。  

         1.传统教学的难点。（有传统教学难以或无法解决的难点） 

         2.资源整合的节点。（适应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应用与复制） 

         3.技术运用的亮点。（兼顾可视性与视觉冲击）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目的 



1.整体性： 
         教材分析、学情分析、目标设定、教学策略、教法学法、 
           资源整合、课时安排、教学过程、教学评价、教学反思 
                         （突出特点） 

2.关联性： 

          前后勾连、环环相扣。 

3.逻辑性： 

          思路清晰、条分缕析。 

4.创新性： 

          紧扣教材、富有创意 

二、教学设计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信息化教学/《荷塘月色》教学目标.doc


二、教学设计 

案例解析：       雨  巷 

一、读出韵律 

                     1.字面上：复沓、叠句、重唱、押韵 

                     2.诗意上：幻想、出现、交错、远去 

——开了新纪元 

二、读进意境 

                    1.意象的沿袭；2.象征的朦胧 

——古典的婉约与现代的浪漫 

三、读懂心灵 

                    1.爱情说；2.理想说；3.情渲说 

 



二、教学设计 

案例解析：       故都的秋 

一、赏秋景 

                     1.找出秋景图 

                     2.研讨秋景图 

                     3.归纳学习法（找出关键—分析揣摩—提炼特征—品悟情感） 

二、品秋味 

                    1.异类比较；2.同类比较 

三、悟秋思 

                    1.读句比较；2.读文深究 

——审美情趣：以悲、冷、静、落寞为美 

 



二、教学设计 

案例解析：       特征和顺序——说明文写作 

一、特征 

                     1.知特征 

                     2.抓特征 

                     3.懂方法（观察—比较—描述） 

二、顺序 

                    1.顺序的种类；2.顺序的运用 

三、写作 

                    说明“雕漆”的制作1.初稿；2.修改；3.交流；4.评价 

 



团队合作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 

1.学科性：正确表达学科的知识内容  

2.情境性：创设教学所需的情境  

3.过程性：反映教学与训练的过程和策略 

4.交互性：实现人机交互目的 

5.智能性：具备诊断评价、反馈强化功能 

6.艺术性：科学的教学内容与明快的表现形式的统一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赛项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总体要求：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充分、合

理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化教学环境，

突出教学重点，解决教学难点，系统优化教学

过程，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能力。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赛项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强调： 

     有：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 

         资源——PPT演示稿、Flash动画、视频、音频、 

                 图片等 

         环境——视听演示、虚拟仿真、多媒体网络、 

                 教学平台、电子白板等 

     用：充分、合理、有效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赛项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应基于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科

学、合理、巧妙地安排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要素，在

教师角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互动方式、考核与评

价等方面有所创新。 

  

强调： 
          新——思想、理念、策略；  
     优——设计、环节、要素。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赛项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2）教学设计可针对1-2课时、一个教学单元或一

个任务模块的教学内容进行设计。  

    （3）作品应是参赛教师原创，已用于课堂教学（含

实训场所、网络环境等），教学应用效果突出，没有知

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容量、原创、课后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赛项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4）可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报名。以团体名义报名

的，团队成员须为同一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3

人。  

团队合作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意识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1.文本意识（《将相和》《合欢树》） 

2.规范意识 

          教学分析：（1）教材版本、教学内容的地位与作用；

（2）信息化教学的必要性；（3）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1）教学几大环节；（2）主要的信息

技术与过程，突出重点。 

          教学反思 

3.灵动意识 

        （1）向专家介绍转向引专家进入课堂； 

        （2）破除说课程式，讲究起承转合。 



（四）增强演示的视觉冲击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1.恰适性（《雨霖铃》） 

2.原创性（《雨巷》） 

3.统一性（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4.实效性（讲求实效，PPT文字精当，图片、截屏、视频

为主。说课课件与教学平台或软件的关系，） 



（五）课件演示的几种方法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1.叠加式（说课PPT+截屏） 

2.交互式（说课PPT与教学平台、软件等） 

3.录屏式（按说课顺序将说课PPT与教学平台等制

作成录屏） 

 



（六）课件制作的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导航清晰，界面美观。 

      导航清晰——交互性好、方便简捷、稳定可靠、路径可选。 

      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运用图标、色彩搭配、风格统一。 

   （1）屏幕布局（遵守4原则） 

  平衡原则——屏幕上下左右需平衡，避免数据堆积产生视觉疲劳和

接受错误。 

  规范原则——所有屏幕对象，包括窗口、对话框、按钮、菜单的处

理要一致化。 

  经济原则——信息简明、清晰、使用最少的数据显示最多的信息。 

    顺序原则——对象显示顺序依序排列，注意逻辑性。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2）文字用语 

    简捷，说行话； 

  字不宜多，界面文字越少越好，用好分组、分页。 

  同行文字字型统一。 

  标点符号要规范，简繁体要规范，版式要规范。  

   一张PPT停留的时间约20—30秒，15分钟约需25张PPT。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 

（3）颜色的使用  

   ①同时使用的颜色数应限制，除渐变色与图片外，同一界面不宜超过

4～5种。 

  ②除了特殊字词，尽量使用同一种颜色。 

  ③区分前、背景色。前景色、活动对象要鲜明；背景色、非活动图像

要暗淡，使用浅色。 

  ④避免不兼容颜色合用，例：黄与蓝、红与绿。 

  ⑤遵循常规原则，例：红—警告，绿—正常、运行、生态，白黄红—

引起注意； 

  ⑥注意行业颜色的习惯定义，例如：石油化工领域，红—油、黄—气、

蓝—水，在电工领域，红、绿、黄等也有具体的规定等。 



团队合作 

四、信息化教学设计案例 

 1.雨霖铃：意境的解读 

 2.写作：人物描写（片段） 

 3.雨巷 

 4.特征与顺序 

 5.全站仪仿真教学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信息化教学/《雨霖铃》——意境的解读.wmv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信息化教学/魏良婷（写作）.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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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耐心 

 
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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