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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 

学校名称： 

 1.愿景与目标 

学校信息化教

育教学发展现

状描述与分析 

描述本校在信息化发展的基本现状，包括具备的硬件设备水平，教师信息技术

素养的水平等。建议在此处使用 SWOT工具对学校信息化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侧重分析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发展方面的内容。 

信息化教育教

学发展愿景 

发展定位 多媒体教学环境☐混合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 

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环境的定位，对本校信息化 3 年发展的追求作方向性描述，

要符合现状分析的特征、尽可能反映学校的真正需求。以下表述格式仅供参考，

鼓励各校运用自己的语言做出描述。 

到 2022 年，我校将成为一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教师运用信息

技术（……），学生获得（……）的学校。教师将在（……）等方面有明显进

步，学生将能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支持鼓励下，通过（……）的环境方便地

获得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利用（……工具或平台）自主开展学习。 

未来 3 年本校

需要解决的教

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问题（差

距分析） 

1. 要实现上述愿景，需要本校教师具体学习掌握哪些微能力点？按重要性和紧

迫性依次排列出前 8-10 项微能力点（必须包含所有 4个能力维度）。 

2.一一列述目前本校教师在上述能力点的实际水平，与其各自标准要求之间存

在什么样的差距。 

3.制订本规划起始时间至 2022 年底不足 3年的，只需考虑至 2022年底。 

维度 能力点 实际能力表现 对标差距描述 

    

    

    

    

    

    

    

    

    

    

未来 3 年本校

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发展整

体目标 

1.根据差距分析，确定从 2020 年-2022年的目标（将差距的负面描述转成正面

描述），并依 smart原则予以描述。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2. 制订本规划起始时间至 2022 年底不足 3 年的，主要目标设计只需考虑至

2022年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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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动计划 

整体能力目标 对应能力目标拟采取的措施 希望产生的预期结果 活动方式 参与人员 责任人 活动时段 资源配给 

目标 1： 

活动 1-1       

活动 1-2       

活动 1-3       

活动……       

目标 2： 

活动 2-1       

活动 2-2       

活动 2-3       

活动……       

目标 3： 

活动 3-1       

活动 3-2       

活动 3-3       

……       

目标 4： 

活动 4-1       

活动 4-2       

活动 4-3       

……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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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化教育教学工作周历表（将行动计划合理安排到各个周次中，以秋季学期为例） 

周次 日期 工作内容 主管领导 责任人 

预备 8.23-8.29    

1 8.30-9.5    

2 9.6-9.12    

3 9.13-9.19    

4 9.20-9.26    

5 9.27-10.3    

6 10.4-10.10    

7 10.11-10.17    

8 10.18-10.24    

9 10.2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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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1-11.7    

11 11．8-11.14    

12 11.15-11.21    

13 11.22-11.28    

14 11.29-12.5    

15 12.6-12.12    

16 12.13-12.19    

17 12.20-12.26    

18 12.27-1.2    

19 1.3-1.9    

20 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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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校本研修计划 
1.基于学校信息化发展愿景与目标的应用能力选点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2.教师应用能力水平自评分析表 

学校能力 

选点 

全校自 

评结果 

分科自评结果% 分年龄段自评结果% 分年级组自评结果% … 

语 数 英 … 
＜ 

35 岁 

35- 

50岁 

＞ 

50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能力点 1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2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3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4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5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6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7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8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9 

（  ） 

好                

中                

差                

能力点 10 

（  ） 

好                

中                               

差                

说明：1.“全校自评”为必选项，其它项可自选、不选或增选。 

      2.根据各能力点“好”、“中”、“差”自评结论，从“最差能力”起重新依次排序，可确定实现

本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目标急需培训提高的能力点顺序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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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校本研修主题与研修专题建议 

说明：能力提升工程 2.0 校本研修应以课题研修方式进行。学校层面应围绕所

选定的 8-10项能力点，提出总揽全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需求的研修总课题（称为

“研修主题”）1-2项。教研组应根据校级研修主题设置分解课题（称为“研修专题”）。

教师应根据研修专题最终确定个人研修课题。必须确保个人课题是研修专题的分解、

研修专题是研修主题的分解。 

（一）校本研修主题 

（根据本校所选定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点的考核要求，对照本校教师能力自评状况，

找出本校教师总体能力短板，以提升短板能力点为目标，确定教师学习与实践的校

本研修主题，研修活动需在 2022年 10 月之前可执行完毕）。 

1、本校教师能力短板简述 

（按重要性与可行性对本校选定能力短板排序，描述本校教师在这些能力点的实际

表现，指出实际能力水平与能力标准要求之间的差距）。 

2、校本研修主题名称及内容 

（以提升短板能力点为目标，制定并描述学校总体研修主题，主题内容应该与信息

化发展规划目标要求相吻合；提出主题研修的预期成效或成果）。 

（二）校本研修专题建议 

（围绕校本研修主题，分解出若干研修专题建议供各教研组参考）。 

专题序号及名称 主要研修内容与要求 

1）  

2）  

3）  

……  

4.组织与管理 

分管校领导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负责人 日常管理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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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研组研修计划 
组名 负责人 教研组成员 

   

学校能 

力选点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本组能 

力差距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本组能力 

短板排序 
          

适合本组 

的能力点 
①     ② 

说明：上述 10项能力点范围之外，但组内多数教师认为需要掌握的能力点。

此项可选（也可不选）。 

本组能 

力选点 

①       ②      ③      ④      ⑤说明：须从本校能力短板排序+适合本组的能力点中选

定 5个能力点，且须包含涵盖 3个能力维度。 

教研组研修专题：（根据学校研修主题，围绕本教研组教学共性问题，设定能够提升教研组所选能力点水平

的研修专题） 

研修进度（根据组内各人研修计划，协调教研组统一行动计划） 

研修专题 

（微能力） 
网络学习 校本研修 技术/资源支持 研修成果 

A1 第 1-2周 第 2-4周   

A6 第 5 周 第 6-8周   

……     

……     

……     

终期成果 

（必须包含但不限于《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规范》规定的、对应各能力点考核

所需提交的材料） 

 教师培训记录表（  ）份         教学设计（  ）份 

课堂实录视频（  ）分钟          学生学习体验视频（  ）分钟 

教学反思（  ）份        课件（  ）份       其它：（  ）份 

学校审核 

同意     不同意 

修改意见： 

 

                     审核人签名： 

                      审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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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个人研修计划 

姓名  
任教 

学科 
 

所在 

教研组 
 

教研组 

能力选点 
能力点 1（  ） 能力点 2（  ） 能力点 3（  ） 能力点 4（  ） 能力点 5（  ） 

个人关注

的能力点 
 

个人能力选

点 

①   ②③    （在本教研组能力选点及个人关注能力点

中，选定 3项，且须包含涵盖 3个能力维度） 

个人研修课题：（在教研组设定的研修专题基础上，结合个人能力选点确定） 

 

预期研修

成果（结合

校本应用

考核材料

要求） 

学情分析 教学设计 学法指导 学业评价 

    

学习共同体（结构和人员） 

教研组同伴  

校内相同能力点

研修同伴 

 

区域教研同伴  

上级指导专家  

其它同伴  

 实践应用与研修活动设计（可加页）  

选学 

能力点 

个人实践顺序与时间安排（备

课、上课、反思等） 

同伴互助安排（听评课、教

法研讨、展示交流等） 

活动方式 

（网络、现场） 

技术/资源 

支持 

     

     

     

终期成果 

 教师培训记录表（  ）份         教学设计（  ）份 

课堂实录视频（  ）分钟          学生学习体验视频（  ）分钟 

教学反思（  ）份        课件（  ）份       其它（  ）份 

教研组 

审核 

同意     不同意 

修改意见： 

                       

审核人签名： 

审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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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 整校推进实施方案制定流程 

 

步骤一：准备工作。 

1. 组建团队。组织以校长牵头的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和

学校培训团队，明确团队分工与职责，学懂弄通信息技术应

用 30 项微能力的内容、作用与操作检验要求，学习掌握实

施方案的基本结构、内容与编制要求，拟定工作计划。 

2. 全校动员。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动员会议，说明形

势，分配任务，明确要求。 

 

步骤二：制定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 

（可与《信息化领导力培训指南》中的《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

展规划制定流程图》对应参照） 

1. 分析条件。应用学校信息化情况调查表分析本校信息

化教育教学设施条件，确定本校现有技术应用环境。以对照

30 项微能力要求，整体判断本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 

2. 明确愿景。基于本校现有环境基础及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现有水平，组织讨论，明确学校对可控设施设备条件的

应用愿望（从多媒体教学、混合学习、智慧学习三种环境加

以选择），以确定今后学校信息化应用环境发展定位，明确

发展愿景。 

3. 查找问题。组织全体教师学习对照 30 项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点，以研讨、座谈、听课评课等方式，找出本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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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发展愿景方面还需要加强和提升的能力点，按重要性

和可行性排序，确定 8-10 项能力点，作为本周期整校推进

优先解决的问题（问题查找可分类进行，例如按能力维度分

类，查找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学业评价四个方

面的问题；按学科维度分类，查找语文、数学、体育、音乐

等各学科需要解决的信息化教学难题，等等）。 

4. 确定目标。对应上述各个问题，将问题转换为目标，

按 smart 原则表述和本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目标，需要一

年以上才能实现的目标，可分解为逐年推进的小目标。 

5. 制定措施。围绕各目标制定可操作、可检查、时间节

点明确、人员分工明确、配备活动资源的工作措施。 

6. 编制行动计划。将上述措施按年度、学期编入学校周

历表。 

7. 完成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编制。 

 

步骤三：制定学校校本研修计划。 

1. 应用能力判断。组织全校教师学习运用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自测表，检测本校选定的 8-10 项微能力中，教师各项

能力的大致状况，发现教师在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

导、学业评价四个维度上存在的短板，决定能力提升点的轻

重缓急。 

2. 设定研修课题。按照教育部及自治区教育厅文件要求，

本周期校本研修活动要以课题研修方式开展。学校应基于本

校教师能力短板和学习需求，讨论和设置实现这些愿景和目

标的教学研修主题。研修主题应对实现本校信息化教育教学



12 
 

发展愿景及目标有直接促进作用，应涵盖发展规划所定各项

微能力点，应考虑这些微能力点水平在课题研修中得到发展

和提高，并有利于汇总集成各教研组和教师研修成果。 

3. 完成学校层面研修计划文本。 

 

步骤四：制定教研组研修计划。 

1. 明确本组能力状况及水平。梳理本组教师能力自测结

果，按能力短板大小排序，估判在学校选定 8-10 个能力点

中，本组教师的能力水平定位。 

2. 增加自由选项。教研组还可在学校选定 8-10 项能力

点之外，另行选定本组教师认为提高本学科总体教学水平

（注意：不是提高个人教学水平）最需要提升的 1-2 个能力

点（也可不选）。 

3. 确定本组重点研修的能力点。从本组短板较明显的能

力点和本组最需要提升的能力点中选定 5 个，且必须涵盖学

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学业评价四个教学维度中的

三个。 

4. 设定研修专题。教研组召集教师讨论确定本组的校本

研修专题。研修专题必须是学校层面研修主题的分解，其内

容需包括本组选定的所有能力点，并有利于汇总集成本组教

师个人成果。 

5. 做好研修安排。综合本组教师研修意向，经与各人反

复磋商协调，结合教师参加培训机构课程学习的时间节点，

确定本组各能力点实践应用与研修活动时间安排，预设研修

成果，布设研修进程管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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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教研组计划文本。 

 

步骤五：制定教师个人研修计划。 

1. 增加自由选项。教师个人可以在教研组选定能力点之

外，另行增加 1项个人认为急需掌握或感兴趣的能力点（也

可不增选）。 

2. 从教研组选点及个人自由选点中选定 3个能力点，所

选能力点必须是自己最紧缺的能力短板，且需涵盖四个教学

维度中的三个。 

3. 设定研修课题。个人研修课题必须是教研组研修专题

的分解，原则上涵盖个人全部能力选点。预期成果需对应自

治区校本应用考核申报材料规格要求设定，并有利于转化为

个人教学改革微型成果。 

4. 寻找研修同伴。借助学校及教研组帮助，寻求建立研

修共同体，明确研修活动内容、进程、方式及同伴互助等安

排。 

5. 安排研修进度。结合个人教学工作实际，把研修进度

与日常教学进度有效融合，如：将研修能力点、自主选学、

个人实践、同伴互助等方面融合进日常教学工作，提升个人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6. 完成个人研修计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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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校推进实施方案评判要点 

评判内容 评判指标 评判要点 

信息化教
育教学发
展规划文
本内容 

学校现状
分析 

1.基于学校信息化情况调查表的结果简要描述本校信息化教
育教学设施条件。 

2.运用 SWOT分析方法描述本校信息化教育教学的优势、劣
势、机遇及挑战。 

发展愿景 

1.能够描述出项目实施 3年后的学校预期状况，能够指出学
校信息化发展带来课堂教学、教师个人素养和学生学习方式
发生的变化。 

2.应具有本地、本校特色。 

3.应定位学校所处技术环境，并与学校现状分析相匹配。 

4.应选择确定 8-10个微能力点，须涵盖 3个以上领域，且必
须与实现本校愿景有直接逻辑关联。 

问题确定

与表述 

1.所确定的问题应为本校所选 8-10 个微能力点范围内的教
师能力短板，即信息化教育教学面临的应用难题。 

2.问题的表述应是明确具体无歧义的，最好有量化表达。 

3.问题应指向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或能力，而不是教师的工
作态度。 

目标确定
与表述 

1.目标应来自问题。 

2.目标的表述应是明确具体无歧义，符合 SMART原则的。 

3.目标在表述上是单一的，在一个目标里不应包括多个或多
重目标。 

主要措施
（活动） 

1.能够准确描述针对各项具体目标的活动措施与安排。 

2.措施（活动）应当对目标有直接支持作用。 

行动计划
方案 

能够按照行动计划表模板对活动安排配置相应资源要素，包
括人员、时间、资金、工具等。 

学校校本

研修计划 

逻辑关系 

1.校本研修内容与课程学习内容一致。 

2教师研修课题是教研组研修专题的分解，研修专题是学校
研修主题的分解。三级研修内容构成内部关联的整体。 

3.教研组必须在学校选定的能力点范围内选择本组能力点，
可以有 2个自由度；至少要包含三个教学维度。 

4。教师必须在教研组所定能力点满园内选择个人研修的能力
点，可以有 1 个自由度，必须涵盖三个教学维度。 

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应体现为教学或教研活动直接产品，即教案、课例
点评与分析、课堂实录文本或视频材料、教学流程及操作指
南、课堂观察工具、课堂评价工具、教学反思、学生作业及
成绩智能化分析系统、教案管理规定、校本研修制度等，不
应体现为科研课题成果如科研论文、著作等。 

3.研修成果可直接用于校本应用考核材料申报。 

4.研修成果可直接转化为本校信息化教学难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策略及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