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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对中国课程改革的借鉴意义（下）

 

各门课程学习与信息技术广泛整合 

    中国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已经从原来的仅限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层次走了

出来，信息技术与各门课程学习的整合研究正成为中国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

都在探索怎样整合才更有效？澳洲的中小学，各门课程的学习对计算机的使用十分广泛，在

社会与环境、英语、数学和科学等课程的学习中更是丰富。尤其是在澳洲的小学内，利用信

息技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与学习相当普遍，而且使用的很多软件也不限于某一个科目。 

    南澳麦革尔小学（Magill Primary School）小学4、5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在社会与环境课

上带学生到计算机课教室上网了解中国文化。孩子们都很熟练的从Google里搜索。浏览中国

的长城、熊猫、民族舞蹈、服饰、戏剧和食物等资料，内容很丰富。孩子们阅读后把感兴趣

的照片和文字简介打印出来。他们还让3、4年级的学生，在社会与环境课上研究澳洲历史。

要求学生选择澳洲早期的一个历史事件，然后确定一个基本的研究主题，通过网络收集信

息，理解收集到的信息，使用这些信息，分析这些信息，提出5个问题，最后描写一段自己的

感受，用书信的方式告诉家人这一令人兴奋的工作。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让一年级的学生利

用计算机研究交通工具，当然也结合参观汽车展览等活动，可谓是丰富多彩。 

    南澳鹏博洛克学校小学部的数学老师迈克•霍华德(Michael•Howard)很善于利用计算机

来帮助学生学习数学。他教六年级的数学课，每周6节，有2节要在计算机教室上。在他们学

校网站上有很多专题的数学学习软件，还链接了许多互联网上的数学学习网站，由于网站上

数学学习的资源非常丰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实现更具个性化的学习，这是

计算机和网络带来的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南澳罗乐托学校的五年级数学老师也是这样，通

过许多数学的专业网站，让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学习不同的数学内容，获得不同的发展。中

学的数学立体几何还有与教材配套的光盘，学生可以利用光盘上配套的资源，用计算机里的

开发软件，学习在电脑中画各种不同的立体几何图形。 

    南澳鹏博洛克学校中学部有一栋新落成的豪华型图书馆，里面每一个教室的一侧都有12

台新型电脑，教师讲台上电脑、激光打印机、投影仪和屏幕一应齐全。吉姆•布切

（Jim•Birch）是七年级的英语老师，他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设备给学生上英文写作课。吉

姆•布切老师给学生在3周时间内完成5个不同专题的写作任务：1.写一个神秘的故事；2.写一

个电影评论；3.写一个电视节目评论；4.给杂志社的编辑写一封信，议题是关于社会、环境

等问题；5.创作一首新颖的诗歌。要求学生首先写在空白纸上，经老师修改以后，就在电脑

中打印、编辑。这些学生打印的时候，不仅把字体装饰的很漂亮，还从网站上下载了与内容

相关的图片作点缀。这位老师解释到，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很感兴趣，能充分体现信息技术

在个性化学习方面的作用。学生写作的题目和内容都会不一样，比如，给编辑写的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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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栏目最新更新

● 试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及基本原理 （下）  

● 试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及基本原理(上)  

● 多条渠道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 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实践层面的思考  

● 基于信息技术的课程整合  

● 巧用信息技术，实现学科整合  

●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切勿神化和庸俗化  

● 英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个案研究  

● 纵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何克抗教授专访  

● 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下）  

 

本类栏目有评论的文章

 
 
 



是关于水资源的；有的是关于环境污染的；有的是关于孩子家庭作业的；还有的是关于破坏

公共财物的等。当学生确定一个议题后，可以到网站上收集相关的信息，写起来就更有说服

力。学生全部完成以后，就把它们存入自己的文件夹里发送给老师，老师会为每一个学生给

予指导性的评价。指导完的作品，学生可以投稿。课上就有几个学生把写完的信通过自己的

邮箱发给杂志社。他们运用起计算机来非常熟练。 

    在中国，很多学校学科教学与计算机的整合研究还处于课件开发的低级阶段，这种方法

效率低下，不符合一线老师教学的发展现状。它需要专门的研究机构和软件开发人员来为一

线教师提供尽量多的教学软件和网上资源。随着新课程实施的深入，中国的教育软件开发的

市场和潜力将越来越大，目前，既懂教育又精通信息技术的人才非常缺乏，信息技术与教

育、信息技术与课程等专业人才急需大量培养。 

    建立完整的学习成长文件夹 

    为学生建立成长档案袋或文件夹，是中国课程改革中评价改革部分的重要内容，也是积

极倡导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为了建立学生成长档案教师们做

得很辛苦，而且成长文件夹的真正作用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成长文件夹是全面反映学习

者一段时间（一般以一个学期为一个阶段）内学习进步和成绩的情况，文件夹材料的收集应

该由学习者与评价者一起来完成，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来选择收集的内容。文件夹不仅要收

集学习过程的资料，还需要有学生反省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评价内容以及教师评价的内容。建

立成长文件夹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主动的学习者，通过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对话，让学生清楚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反省自己的学习经验、认识到自己的长

处与短处。澳洲的中小学不仅每个学生有很多不同学习主题的做得很成熟的文件夹，还利用

信息技术，开发了电子成长文件夹，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很多电子作品可以很轻松的

保存在自己的电子文件夹里。 

    澳洲中小学都有很好的校园网，也有着精细化的网络管理制度。他们每一个学生都有上

机的密码、有自己的电子文件夹，计算机上做的作业、收集到的信息、完成的任务，随时可

以保存在自己的文件夹里，电子档案十分完备。南澳鹏博洛克学校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E-

mail信箱，每个人的个人信息以及每天学习的课程、任教老师和作息等，在网站上都清清楚

楚。这样，学生在学校学习成长的状况以电子档案的方式，完整、永久的保存下来。另外，

学生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教师进行审阅、评估和指导就非常方便、效率

也高。当然，各个学校都有很好的打印设备，学生收集的资料需要就可以打印出来。学生在

上信息技术课程或利用计算机研究专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存放打印资料的材料袋或文件夹，

可以放一个学期某一专题研究的所有资料。 

    看来，在中国基层学校进行课程资源建设的时候，提供打印、复印、图书、资料和材料

袋等一些基础设施是投资方向。当然，有校园网络的学校能为学生建立起电子文件夹，更是

理想的方式。一些基础条件具备了，每一门课程都注意平时的积累，教师要善于指导孩子们

学会自己整理过程性学习资料，学会选择材料，学会自我反思、评价学习的过程。那么，成

长档案袋的建设就会变得轻松很多，效果也会逐步体现出来。在澳洲每一个教室里还有一个

放学习用品的盒子，里面有各种不同课程的学习材料袋，都是学生自己整理的。其实，这些

材料袋只是一个很薄的塑料袋，中国学校也是完全有条件做到的。比如，上信息技术课的时

候，学生就带着信息技术课程的材料袋，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的一些评价内容就直接记录

在作业纸上，一个学期下来，这个材料袋里的内容就是全部的学习过程性资料和评价等。追

求平时的自然状态下的过程性学习记录，教师指导学生自己整理、筛选和保管，每门学科都

用这样的思路，最后学期结束合并在一起，就是一学期完整的成长档案。像这样的成长档案



袋的建设既符合新课程对评价改革要求，也一定受到一线教师的欢迎。 

    南澳麦革尔小学的教师让一年级的孩子研究交通工具。让孩子们把参观汽车展览的照片

存入电脑中，在每张照片下面打上文字说明，然后再打印出来。一个活动就是一本相册，里

面有孩子们活动的照片和经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材料袋，保存着自己研究主题的过程性

资料。虽然，孩子们的材料袋里只是薄薄的几页纸，大多数画的是图画，只有不多的文字。

但是，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经常处于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对事物的认识

能力和研究能力就会逐步提高。澳洲小学在一年级就有了很好的研究性学习专题，建立了很

详细的成长档案，值得好好思考与学习！ 

    综上所述，中国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和它的校本化建设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整个

发展过程中，软硬件建设、师资培训等是基础、是保证。教学范式的转变是关键、是重点。

澳洲信息技术与课程能够成功的整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教学模式不同，澳洲的课堂教

学完全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正是符合信息技术与课程开发相结合的优势特

点，所以发展迅速。而中国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技

术在课程与教学中的功能主要是演示，导致很多人认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不大，甚至

认为可有可无。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从听的学习少，从看的学习多，先听后看的

学习少，先看后听的学习多。可见，以听为主的学习效果与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效果差异

就很明显了。因此，教师们尽可以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新的教育方法、教

学模式。用综合化的思想，由计算机教师与各门学科的教师共同合作，确定一些能与信息技

术技能学习相结合的综合主题活动，或者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资源，来改

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发展。老师们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时代发展的

最新信息，让孩子们研究更有趣、新鲜的专题。这些主题的确定，可以从孩子感兴趣的生活

内容出发，逐步融进科学、文化的思想，让孩子们从小拥有开阔的视野，学习做研究的方

式，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做时代的主人。同时建立起完整的学习成长文件夹。 

    另外，家庭和社区配合学校的教育改革，添置计算机等设备，也是重要的补充和支持。

家长需要很好地转变对信息技术的看法，给孩子成长提供新的学习方式的硬件环境。社区也

应创造条件，给更多的学生以良好的、健康的网络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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