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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论述
1.1  “互联网+教育”

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对互联网的评价

是发展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并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

提到“互联网+”，把其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随后，

在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具体到“互联网+教育”更是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例

如，“百词斩”“粉笔”等APP在APP商店中随处可见。“互联

网+教育”的具体含义就是借助互联网中的信息技术把教育

推向更广阔的领域，并且使得教育效率大幅度提升。

1.2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是当下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热点，它对我们

的影响范围和深度都是非常宽广和深刻的。信息技术就是以

互联网为依托，借助其庞大的网络资源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

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信息技术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对

来自外部的信息进行获取、鉴别、分类、处理、发送、呈现等

运算过程，最后把信息产品提供给需要者。

1.3  课程

课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在课堂之上学生学习

的语文、数学等学科属于狭义的概念范畴，这也是本文中笔

者主要涉及的核心概念。广义的概念主要指教学活动中所有

教学内容的进程以及教学活动。

2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逻辑的偏差
2.1  把信息技术当作纯粹的工具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信息技术一直是我们为达

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手段。所以我们曾经把信息技术的定义

想得十分狭窄，并且形成了“工具观”。尤其是教师在课堂上

在使用多媒体电脑时，就是把需要讲解的内容呈现出来。教

师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局限于此，这也导致教师对多媒体技

术的运用也局限在呈现教学内容上。我们要看到其中深层次

的原因，一是我国对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才刚刚开

始；二是专业操作多媒体技术的人才还没有大量出现。最终

导致我们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一起时，在逻辑上一定会

出现很大的偏差。

2.2  信息技术缺少人性化设置

众所周知，信息技术主要是对大量信息的多方面处理，

本身就没有“温暖”可言。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互

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如何利用互联网实现高效的学与教，是面临的迫切问

题[1]。当教师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一起后，并没有把人

的因素考虑到其中。缺少人性化的设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1）信息技术没有满足学生的教学需求，在整合的过程

中，教师就是把要传授的知识在多媒体课件上进行简单的呈

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想法没有在信息技术中表现出

来，使得信息技术很固化。（2）缺少学生和多媒体课件的互

动，这是最为重要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信息技术使用的传统

认识。由于缺少人性化的设置，使得课程内容在多媒体上的

呈现总是“自娱自乐”。

2.3  课程资源类型单一

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课程类型和课程资源类型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要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信息技术最大

的特点就是能够处理数量极大的数据，但是在课程资源搜

索中没有表现出该优势。在搜索相关课程资源时主要局限在

照片、视频、文本和模板等类型，对于学生和课程内容来说

并不能满足。在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教师认为资源类型主要

就是这些，而没有把信息技术的搜索能力展现出来。基于这

种逻辑偏差，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知识是狭窄的，甚至

是不全面的。最终使得两者的结合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

求，整个教学活动是不完整的。

2.4  课程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传统的认识中，课程的这些限制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

的关注。大家认为这样的课程才是其内容的全部，但随着信

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的延伸，使得课程的相对弊端就显现

出来了。多媒体技术最大的作用就是把学生带到教师设置的

情景中，而课程本身却不能做到这一点[2]。在实际的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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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中，很多内容并不是课堂现有的条件就可以实现的，

尤其这种逻辑偏差在两者的整合中更是十分突出。信息技术

的弥补作用在传统的逻辑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学生在

领略一段文字的意境时，空间没有为其提供很好的条件。

3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逻辑的纠正及延伸
3.1  信息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思维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渗透，以及专业化知识

和技能的不断掌握，教师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开始更加深刻，

对两者整合的逻辑得到很好的矫正。“工具观”传统意识在

教师的脑中开始变得薄弱，把思维方式作为对信息技术的理

解开始变成主导思想。在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上，两者的整

合就进入了新的时期，并且愈加符合新时代对其的要求。对

于信息技术呈现出来的“工具性”依然在其本身产生重要的

影响力，而思维方式是时代进步而赋予的概念延伸，它对教

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深远的。

3.2  信息技术要增强人机互动

正如上文中论述的那样，人性化缺失的主要方面就是

人机互动不强。在整合过程中，作为教师要加强这方面的逻

辑，并且要准确把握其逻辑脉络。例如，白板交互多媒体设

备的使用，不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使用，而且对学生在

课堂上的学习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互联网+教育”的模式能

够对两者的整合提供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是可以影响

到学校和教室的背景环境。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思维的影响是

深刻的，人机互动的逻辑思维让整个教学活动更加成功。

3.3  课程资源获取更加方便和有针对性

信息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处理，

对于需要的课程资源更是如此。就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而

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3]。由于互联网上能

够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所以利用信息技术可

以很快调出我们需要的各种资源。这就体现出信息技术在获

取资源的方便性，在两者的整合中非常重要。在实际的教育

教学活动中，教师每堂课程内容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信息

技术能够为教学活动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源。在“互联

网+教育”的背景下，网络中的课程资源更能为课堂教学服

务。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逻辑就是在方便性和针对性中得

到更深层次的结合，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益处。

3.4  课程生态环境更加开放

“互联网+教育”应是在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下，把教育和

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4]。开放的生态环境就是

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也是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的结果。课程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是在开放的生态环境中

打破的，从时间上来说，学生已经不需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

点上去听课。只要学生需要，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需要的

课程资源，形成了在时间上的开放。从空间上来说，改变了

过去学校和教室模式，学生可以在家中、操场甚至是汽车上

都可以获取课程内容。开放性还表现在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动

性上，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内容。并且

可以对相关的课程进行评论，教师可以通过这些评论得到

教学方法上的改进。

4    结语
上文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该领域中涉及的专业概念进

行了系统阐述。再次，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逻辑出现的偏

差进行了梳理，找出其中的症结所在。最后，在文献资料和

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领域的相关观点，为理论工作

者和实践工作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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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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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ve begu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vitalit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where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it also arouses the great attention of the national 

leaders. And has issued a lot of guidance,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has become the current “Internet + Education” model, and establish the correct logic of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considered. Therefore, the paper studies the log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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