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8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1]，以创新为标志的2.0教育信息化时

代已到来，而教学技能是一名师范生最重要的专业

素质，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教学变革和创新的主旋

律。1994年 3月出台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

职业技能训练大纲》[2]，大纲提出在技能训练中须满

足毕业要求的师范生才可取得毕业证书，此规定意

在强调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同时进一步表明高等师

范院校教学体系中教学技能训练不可或缺。

当前，我国关于在师范类院校中生物科学（师

范）教学技能的培育方案，主要教学技能实践活动

有：教育实习及见习、微格教学，此安排在师范生及

教师的培育中卓有成效。鉴于此，作者以《教育信

息化 2.0行动计划》为依托，深入探索微格教学、网

络教学系统，以达到在微格教学训练中，构建基于

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自主微格教学训练、打造“互

联网+教育”、制作微课、创建雨课堂，丰富教学技能

培养方式，全面提高生物科学（师范）的培养效率和

教学能力。信息技术有效融入到生物科学中，从根

本上转变了老师与学生间的教学地位，拓展了生物

教学形式的深度，具有现实意义。

1《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目标任务

教育信息化 1.0 期间，“宽带网络校校通”实现

倍速增智、“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实现增效增质，打造教育管理、教育资源两大公

共服务平台，即“三通两平台”彰显出“电化教育”变

革在教育资源建设及基础设施方面的与日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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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变革中，此举促使我国教育建设信息化

初具规模[3]。我国在 2018年 4月，教育信息化改革

步入2.0时代，其标志就是因为教育部出台的《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

我国教育部杜占元先生：“教育信息化 2.0，旨

在擢升我国教育信息化综合实力，在世界先进国

家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引领各国共同进步。达

到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纪

元，启动我国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4]。 截至

2020 年，我国教育都将以“三全、一大”为变革基

石，开展“三变、三新”，达成“两高”，最终初步完成

《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之一战略目标，内在涵

义见表1。

2 生物科学（师范）微格教学的技能构建

我国的教育基础不断夯实，教育信息化技术的

应用与创新日新月异。在《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的指导下，作者以“三全、一大、三变、三新、两

高”的目标为方向，构建了生物科学（师范）微格教

学技能培养的模式。

2.1 基于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自主训练

生物科学（师范）微格教学训练调查研究表

明，因微格教学训练设施设备不完善、缺少专业场

地、学时安排等问题，故此训练多在大三第一学期

进行。多以小组为主要展开形式，学时为 12～

14，共 2～4 次。相较于国外而言，虽然内容大同

小异，但是课时却截然不同（如澳洲约 60 学时，欧

洲约 220 学时）。据此，以教育信息化 2.0 为时代

背景，引入“带上自己的设备到学校（BOYD）”这

一理性概念，赞许学生可自带智能终端设备：数码

摄录机、Ipad、Android、IOS 系统的智能手机等，教

师命题或学生选题，以进行“自主训练”,内容见表

2。

2.2 构建“互联网+教育”平台

生物科学（师范）教学技能培养主体指师范生、

师范院校教师、中小学一线教师。但我国师范生培

育中存在教师参与力度小、三者衔接断层等问题，

如中小学教师仅作为第8学期的实习指导老师参与

其中。出台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囊括以“一

大”目标打造“互联网+教育”的新型平台教学模式，

对高等师范院校而言，应顺应变革风潮充分利用互

联网教学平台，加大“互联网+教育”的宣传，以吸引

教师参与师范生教学技能的培养方案中，如担任“驻

站导师”。此方案也为建立双导师模式打下基础，微

格教学训练“互联网+”双导师模式（表3）。

表1 截止2020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目标与任务

任务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序第二

教育专用资源转向大资源

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

融合应用转向创新发展

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教育服务新模式

开创“互联网+”前提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提高师生信息素养

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

目标

三全

一大

三变

三新

两高

表 2 自主训练模式

训练模式

翻转课堂：教师规定训练内容，

学生课后以组为单位进行训

练，课上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创建雨课堂：用电脑、智能手机

微信客户端辅助插件，教师通

过微信平台向学生推送课件，

学生可以课上课下随时学习，

师生通过“弹幕交流”

微课程竞赛：自由分组且以组

为单位完成微课程制作，通过

电子终端设备上传至数字微格

网络教学平台，指定时间全校

师生进行在线交流

“实习+”：实习期间，学生自选

微课程范围及内容制作 1～3

个，上传至学校数字微格教学

平台，完成教师安排的实习任

务及作业

选题范围

教师指定

自选/教师指定

自选/教师指定

自选

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表3 基于“互联网+”的双导师微格教学训练模式设计

训练方案

通过网络平台布置训练任务、

在线答疑、监督训练进程及质

量、上传技能训练微课程

1V1 辅导、不定期开展创新创

意微课程大赛及教学技能训练

互动课程

任职于网络教学平台（如任评

委、“驻站导师”）、开设在线名

师网络直播课

实习期进行技能辅导

训练模式

线上

线下

线上

线下

指导老师

校内指导老师

校外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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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互联网仍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

势，在此环境下高等师范院校应当加大数字化校园

建设力度、优化“互联网+”双导师模式。尤为重要

的是，必须将教学视频共享、协同知识建构等功能

融入数字化网络微格教学平台[5]。

2.3 制作微课

“互联网+”的兴起，极大的改变了学生的学习

方式，如由传统的“集中化”转变为“碎片化”，碎片

化虽能充分利用零散时间，但易导致学生走神。现

如今利用手机阅读的学生大幅增加，但“快速、快

赶、快扔的浅阅读”问题屡见不鲜，专家测试发现，

如以 45 min为节点，利用手机进行阅读，一般情况

下多数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在 20～30 min。因

而，作为老师需在此趋势下，充分挖掘、利用互联网

学习平台的优势，如制作时长为20～30 min的微视

频课程解决学时长、内容杂乱多等问题，逐步增强

学生碎片化的学习能力；归纳生物化学学科特点，

对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进行归纳总结，以精美的插

图、生动形象的动画影像、小电影、DV短片等方式

将重难点章节所涵盖知识点融入到趣味生动的微

课程中，解决学生对重难点难以理解的困扰。如将

生物课DNA复制这一章节制成微课，利用 3D动画

演示“DNA复制的过程”，变抽象为形象，利于学生

理解。这种方式既包含大纲要求，也包含练习题

目，更有利学生掌握此章重难点也方便其课后的复

习巩固。现如今，各教研团队引进了大量人力物力

制作高品质的微课件，以满足学生需求。

2.4 创建雨课堂

雨课堂属智慧教学工具，旨在为教学提供便

利，增强教学体验及课堂互动，其通过信息技术融

入PPT及微信，建筑课堂内外沟通的桥梁。其功能

有推送课件、弹幕互动、线上答题、签到等[7]。课前，

老师可推送课件、习题等内容，师生沟通及时反馈；

课上，师生间可随时“弹幕互动”，克服了传统教学

的照本宣科、学生积极性差等问题；课下，学生复习

方便，老师学情跟踪便利。这些都为师生提供全方

位的数据支持，让课堂一目了然。

3 结语

教育信息化 2.0 与日俱进, 不仅为教师提供了

施展才能平台，还促进了学生个性化发展，研究依

托“互联网+教育”、构建基于移动智能终端设备自

主训练等对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生物科学（师范）

技能的培养进行了创新研究，在教学中显著地提高

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培养了学生对信息综合利用的

能力，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教育信息化2.0是1.0的

升级，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本文简

单探索了其在教学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以期能全面发挥教育信息化的优势，提高教学

质量、师范教学的的培养效率和教学能力，为生物

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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