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组推进”策略探究

能力提升工程2.0“整校推进”



CIO  学校首席信息官

      推进数字校园、智慧学校建设，
探索教育、教学、教研、管理、评价
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有效提升管理团
队领导全校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
学创新能力。





（线上学，线下用）
1、公服平台建设 
（1）线上研修活动（教研组设置专题研修活动：25学时）

（2）线下研修活动的佐证材料上传至公服平台

（个人、教研组、学校）

2、线下研修

（1）教学实践应用（★注重创新）

（2）听课评课、教学研讨、研修作业、（线下活动）



1、公服平台建设：

（个人、教研组、学校）

2、技术支持 （粤教翔云数字教材平台、希沃白板5、

平板电脑、班级优化大师、反馈器、问卷星平台、UMU平台等）

3、以评促用：



      学校教研组通过“牵手”合作的模式，进行精准帮扶。各组名教师组成研修共同
体，加强集体备课、研课交流。

充分发挥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促进教研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

信息化
优质组

骨干
引领

名师
课堂

团队
互助





二 公服平台校本研修职责分解；

三 案例分享

四 考核与验收；

五 校本研修注意事项。（另附文档）

一 研修专题、能力点、研修活动设置



学科

学科

教研组研修专题探究：

注意：
  能力点、校本主题、教研组研修专题、研修活动的一致性



四种活动类型（能力点研修主要载体） 
      

 



四种活动类型 
      

 



四种活动类型 
      

 



四种活动类型 
      

 



不限制 专题的数量
类型与数量

注 意

   线上活动固定学时：

自主设定学时的线下研修活动：



A4： 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A5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G1多技
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研修方式及活动设置：
A4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研修方式：
①教学研讨1个，得2学时，
②研修作业1个，得5学时；
A5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研修方式：
①听课评课1次，得5学时，
②线下活动1次，学时设置5学时；
G1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研修方式：
①线下活动1次，学时设置8学时；

学时设置典例分析

坚持“线上学，线下用”的原则。



1、能力点
A4（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A5（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2、校本主题：
多技术支持的探究性课堂；
3、政史地教研组
（1）专题名称：
多信息技术支持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探究
（2）专题内容：
教师利用微课视频、平板电脑、问卷星平台、粤教翔云数字教

材资源平台、希沃白板5、其他教育教学交互软件等对道德与法治
学科课堂教学进行探究。

校本研修平台专题活动设发布流程介绍（一）



（3）研修活动类型
听课评课（教学研讨、研修作业、线下活动）
（4）活动名称
道德与法治2.0校性公开课：微课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探究
（5）课程名称
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1.1《坚持改革开放》
（6）授课时间、地点（略）
（7）视频链接

校本研修平台专题活动设发布流程介绍（二）

（略）



（8）活动内容
教师利用微课视频对新授课重难点进行讲解，通过钉钉班群等

平台推送到学生端，学生进行前置性学习，课前教师组织小组代表
进行学情反馈，及时调整课中教学的策略，实现对微课支持的翻转
课堂的探究活动

（9）编辑评课表
a、能力点研修效果     b、校本主题研修效果 c、专题研修效果
d、技术融合运用效果 e、师生互动情况         f、师生认可度
g、课程标准实现情况
。。。。。。
（10）活动主题
微课支持的翻转课堂探究、问卷星平台数据运用与课题教学设

计与组织的探究

校本研修平台专题活动设发布流程介绍（三）



二、省公服平台校本研修职责分解



学校管理员
1、组织、协调“整校推进”的具体工作并汇报给学

校信息化管理团队；

2、督促教研组研修任务的落实；

3、发现教研组研修过程的亮点并进行推广；

4、熟悉管理员操作手册。



教研组长

（25学时）

典型课例建设

自评和互评

（研修计划需详细）



教师个人

个人研修提升计划 能力点 总结

参与校本研修
线上、线下

参与典型课例 教学实践
应用 子课题

教师个人操作手册



三、案例分享（1）



三、案例分享（2）



三、案例分享（3）



三、案例分享（4）



案例评析（一）
1、案例使用的技术工具、平台、资源：
手机、希沃白板5
2、案例设及的“教学维度”及“融合创新”维度的实践情况：
 主要是涵盖了融合创新中5个维度，5个应用能力点：
“A4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
“A5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7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A9技术支持的发现与解决问题”
“A11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A14自评与互评活动的组织”
“G1多技术环境下教学模式创新”。



案例分享（5）



案例评析（二）
1、案例使用的技术工具、平台、资源：
交互一体机、平板、数字教材运用平台、班师评价系统
2、案例设及的“教学维度”及“融合创新”维度的实践情况：
 主要是涵盖了融合创新中5个维度，5个应用能力点：
“A1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
“A6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11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A14自评与互评活动的组织”
“G3多技术环境下教学模式创新”。











考核验收时还需要提供

1、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计
划、总结、信息化教学设计
（教研组长打包）

A
2、考核结果登记表（即应用
能力点测评结果）、一划两案
落实情况登记表、整校推进工
作总结（信息化管理团队）

B

3、校本研修平台空间建设及

过程资源积累情况（管理员）

C
4、对应能力点测评体系的实
践任务，建议典型课例建设完
成这部分。（教研组长）

D



       制    作：考核评价量规表

登    记：“考核结果登记表”

提供
考核
结果

特别注意



应用能力点测评（A3）

考核评价量规表（教研组、教师个人）

应用能力点
评价内容

（实践任务）
测评维度

测评标准
测评结果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A3微课程设
计与制作

设计方案

设计思路
能详细介绍选取知识点或技能点制作微课
所要解决的问题，思路清晰。

能介绍选取知识点或技能
点制作微课的意图和思路。

未能说明选取知识点或技
能点制作微课的意图、思
路。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设计方案
微课设计方案内容详细（包含主题、目标、
对象、流程等）,实施思路清晰。

能撰写微课设计方案，内
容基本具备，教学流程合
理。

微课设计方案不科学，教
学流程不 合理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微视频 成果展示
展示的微视频与设计方案一致，内容完整，
能实现设计意图；画面、声音清晰，播放
流畅。 

展示的微视频基本完整，
画面、声音清晰，播放流
畅。

展示的微视頻不完整，或
视频卡顿、缺失，音效不
佳。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学生体会 学习效果
学生能清晰完整回顾参与过程，流畅阐述
活动体验或感受。

学生能回顾参与过程，阐
述参与体验或感受。

学生不能完整回顾参与过
程并说明参与体验或感受。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考核结果 优秀（ ） 合格（ ） 不合格（ ）



应用能力点测评（A5）

考核评价量规表（教研组、教师个人）

应用能力点
评价内容

（实践任务）
测评维度

测评标准
测评结果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A5技术支持的课
堂讲授

教学设计

设计思路

能详细介绍所选技术及使用该技术的目的，
有清晰的设计思路。

能介绍所选技术及使用该技术
的目的。

未能说明所选技术及使用该
技术的目的

优秀（ ）合格（ ）不合
格（ ）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内容详细，包含主题、内容及分
析、对象及特点、目标、过程、目的等内
容。

教学设计内容基本具备。 教学设计不科学，教学流程
不合理。

优秀（ ）合格（ ）不合
格（ ）

课堂实录
（片断） 

成果展示

展示的课堂实录片断内容完整，能实现设
计意图；画面、声音清晰，播放流畅。

展示的课堂实录片断基本完整,
画面、声音清晰，播放流畅。

展示的课堂实录片断不完整，
或视频卡顿、缺失，音效不
佳。

优秀（ ）合格（ ）不合
格（ ）

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反思内容全面具体，能包括实施效果、信
息技术运用的作用、存在问题及改进的地
方

反思内容基本具备。 反思内容欠缺，且极为简单。

优秀（ ）合格（ ）不合
格（ ）

考核结果 优秀（ ） 合格（ ） 不合格（ ）



应用能力点测评举例（G1）

考核评价量规表（教研组、教师个人）

应用能力点
评价内容

（实践任务）
测评维度

测评标准
测评结果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G1多技术融合教
学的方法与策略

工具介绍

功能介绍

工具介绍完整，能说明工具的基本功能
和效果。

工具介绍较完整，能说明工具
的本功能。

工具介绍不够完整，未能说明
工具的基本功能。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应用说明

能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对工具应用情境做
深入分析，分享有效的应用策略

能分析工具的应用情境，并分
享应用策略。

未能对工具的情境应用及相关
策略进行分析。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线上教学视
频

成果展示

展示的教学视频符合要求，有授课过程、
讲义或资源，画面、声音清晰，播放流

畅。

展示的教学视频基本符合要求，
有授课过程、讲义，画面、声

音清晰，播放流畅。

展示的教学视频不符合要求，
或视頻卡顿、缺失。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学生体会 学习效果
学生能清晰完整回顾参与过程，流畅阐

述活动体验或感受。
学生能回顾参与过程，阐述参

与体验或感受。
学生不能完整回顾参与过程并

说明参与体验或感受。
优秀（ ）合格（ ）不

合格（ ）

考核结果 优秀（ ） 合格（ ） 不合格（ ）



五、注意事项及建议汇总
（见附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