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信息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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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
教育信息化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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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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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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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互联网+？

本质上，互联网+是对传统行业进行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
的革新，培养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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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走进教育

1.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

2.互联网与教育如何结合

3.教育领域的互联网思维

4.互联网+教育对教师素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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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依序是起步、应用、融合、创新。

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大部分地区已进入融合的初期阶段，

部分区域步入从融合到创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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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

最大优势：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教育信息
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顶层设计，有序推
进全国各地教育信息化快速、健康发展。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启动了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建设
工程，从基础设施、资源、平台、师资队伍等多个维度，全面加强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力度和水平，以保障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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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

制约因素：
机制体制尚不能满足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
部门条块化分割的局限不利于多部门的协同创新；
教师与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养不足，不能满足现代教育教学的需求；
有效提升学习质量的模式和方法还十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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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

互联网+

教育
环境

评价

管理

学习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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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学

互联网+时代的因材施教

1.个性化教育 2.教学内容 3.教学方式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生学习
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
让教师认识每个最“真实”
的学生，进而更具针对性地
开展个性化教育，促进每位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向思维为主的教育转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缩短知识习得到知识应用

的路径。

知识传递向认知建构转型，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高水平

 的知识建构活动，
为学生创设理想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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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学

互联网+时代的因材施教

4.课程形态 5.教学结构 6.教师角色

数字化、立体化和整合化，
线上、线下相融合。

开放式教学结构，
实时场景、专家连线、远
程教师、公开课等课堂学
习空间得到拓展。

是每个学生实现个性发展的
指导者、学习活动的设计
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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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学习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学习模式单一、固化、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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