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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

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 已成为不可阻

挡的时代潮流。 所以，教育信息化是现代教育的必经之路。 教

师介绍了中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及中学教育的特点， 讨论了

中学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互 联 网+教 育”信 息 化

的优势，并结合中学教育自身的特点给出了中学教育在“互联

网+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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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关 于 积 极 推 进“互 联 网+”行 动 的 指 导 意 见 》指

出，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

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

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

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 推动开展学历教育在线课程资源

共享，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探索建立网

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 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

模式变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 联 网+教 育”是 教 育 信 息 化

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给传统的中学教育带

来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 我们应该积极应对“互联网+”浪潮

的冲击与挑战，发挥“互联网+”在教 育 信 息 化 过 程 中 的 引 领

和示范作用，关注“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探

索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中学教育信息化的有效途径。
一、中学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教育信息化是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

产物，我国教育信息化虽然已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但是依然

存在很多问题。
1.思想观念落后，穿“技术”新鞋，走“传统”老路。 目前，教育

观念的落后已成为制约信息化教育发展的关键， 尽管许多学校

都购置了信息化设备，并且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但教学过程仍

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充分体现信息化教育的特色。
2.重形式，轻内容，不注重实用性。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是

教育，信息化设备及技术是实现教育的支撑技术。 然而，当前

很多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

现象，信息化设备只是摆设，信息化教学只是形象工程，应付

检查，没有广泛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3.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不足。 教师不仅要了解教学内容本

身， 还要了解和掌握如何使用信息化教学设备和相关软件技

术，这对于很多教师，尤其是老教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信息

化素养不足成为制约教育信息化的瓶颈。
4.信息化硬件资源依然不足。 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

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投入， 我国中小学校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和普

及程度方面，信息化硬件资源依然不足。

5.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教育

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总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东

高西低”的特点，且城乡差距严重，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与

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
二、“互联网+教育”信息化的优势

1.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教育的公平化。 “互联

网+”背景下，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

更加迅速和广泛的传播， 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很快捷地到达

山区和需要的人面前，促进教育的公平化。
2.实现随时随地的高效学习，促进教育的泛在化。 “互联

网+”背景下，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让学生在各种终端和网络

接入技术环境下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充分利用各种零散时间

进行自我提高，促进教育的泛在化。
3.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教育的个性化。 “互联网+”背景下，

可以对学生信息进行采集建模，一方面是学生静态数据，比如

年龄、性别、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等；另一方面是学习过程动态

数据，比如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成绩等，在大数据技术的

辅助下实现因材施教，充分挖掘个人学习潜力，促进教育的个

性化。
4.实现学习过程的互动，促进学习的参与性。 “互联网+”

背景下，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以在网络平

台向教师提问，也可以在讨论区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正

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生之间的切磋交流甚至

相互竞争，可以促进学生的参与性，提高学习效率。
三、中学教育的“互联网+教育”信息化

我认为中学教育在“互联 网+教 育”信 息 化 过 程 中，应 主

要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
1.传统课堂教育与“互联网+教育”有效融合，取长补短。

传统的课堂教育，历史悠久，具有系统性、直接性和灵活性等

特点，尤其是面对面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语言、肢体及表情对学

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言传身教的效果是不可能被其

他教学形式所替代的。因此，我们需要将课堂教育的针对性和

直接性与“互联网+教育”的参与性 与 趣 味 性 有 机 结 合，促 进

中学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
2.加强线上资源的建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力开发校

本资源。在充分利用网络现有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必须大力开

发具有校本特色的、适合本校甚至某个班级教育资源的建设，
开发基于移动平台的移动学习方式， 实现泛在学习和碎片化

学习，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对课堂教育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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