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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表现为他是否善于利用工具。
这里所说的工具，在当时人类实践活动和传播手段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主要是指那些在技术知识指导
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
可是今天，如果只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
因为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是否会借助各种物化形态的工具来学习和工作，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人聪
慧的惟一标准，是否具备运用信息的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人类聪明才智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生存
的必要条件之一。
　　信息化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知并淘汰旧识，因此，对于信息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判
断力、觉察力以及发达的信息加工能力，是这一社会每一位成员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
使现代社会成员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求，并能够合理地经营社会生活，是当今信息技术教育课程目标
制定和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出发点。
　　目前，学校信息技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这一认识是来自对发达国家的经验
总结以及对未来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的预测。
从发达国家开展信息技术教育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最初是开展计算机教育，后来又开始重视计算机素
养教育，现在是强调信息素养教育，并把它作为人类适应信息化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之一。
从对未来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发展的预测来说，今天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可以预测将来人们在利用信
息技术时，操作起来会越来越简单，很可能像使用电视机和空调机一样简单，因此，对于学生以及社
会公民来说，与操作教育相比，信息素养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信息素养的概念却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有着不同理解。
从信息素养中的素养（Literacy）一词来看，它的原意是指基本的读、写、算能力。
例如，这之中的语言文字基本的读写能力在当时意味着从能够认识自己名字这种程度的读写能力到能
够读报这种程度的读写能力，范围相当广泛。
但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这一点来看，能读、会写、懂得运算能力有的话很自然、
没有的话很不便，它构成了日常社会生活所需最低限度的基本素质。
但是，到了信息社会，特别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一般认为，除了基本的读、写、算之外，信息素养
也是每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即信息素养与语文素养、数学素养以及科学素养等，并列
成为信息化社会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但是，如果将信息素养理解为有关信息的读、写、算，那么通常的语文、数学等学科教育已经足以满
足这一需求。
因此，信息素养需要与通常的语文、数学学科教育中培养的读、写、算能力加以区别，赋予新的内涵
，这就需要对信息素养的内容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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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教育技术专业基础课教材。
　　本教材系统地介绍了的信息技术教育的理念、内容（第一篇），以及在学校教育中信息素养培养
的主要途径的信息技术教育课程（第二篇）、与之相对应的教育过程、教学组织形式（第三篇），最
适合信息素养培养和发展的环境和国家政策、举措（第四篇），实施这一教育教学的方法、技术和评
价（第五篇）以及国内外教学案例（第六篇）。
 　　本教材不仅适合于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信息技术教育”课程的教学，也适用于中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课程教师的继续教育，而且对其他学科，特别是对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也有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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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技术教育的特点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归纳，一个是技术特征，另一个是教育特征。
从技术特征上看，它具有信息技术的属性，即数字化、网络化、多媒化和智能化。
技术手段主要指计算机网络和网络资源，它在信息技术教育中的角色是工具，支持教师和学生双方面
的教学活动。
在教育特征上看，它革新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在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教材多
媒化、资源全球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合作活动化、管理自动化、环境虚拟化（虚拟学伴、
虚拟学社、虚拟教室、虚拟实验室、虚拟图书馆、虚拟学校）、系统开放化等。
　　信息技术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其根本目标是使学生具备信息意识、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但其作
用也不仅仅局限于此，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1.为学生提供资源和环境，感受信息化的气息　　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技术可以帮助所有的学生
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基本的和高级的技能。
作为一种评估工具，技术可以按照需要生成对学生进步和成就表现富有意义的信息，并且存储这些信
息。
作为动机激发工具，技术可以积极地影响学生学习、自信和自我尊重的态度，这些只是它能提高学生
学习成绩极其微小的几个方面。
在偏远山区的学校，即便教室里只有一台电脑，也可以以独特的方式触动学生的心灵，燃起学习的热
情，使其感受信息化的气息。
技术的影响有表层和深层，具体的技能和持久的思想观念方法之别，不停留在表层，要向更深层次转
化，这才是开设信息技术课的应有之意。
信息技术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工具或一个软件的使用，从长远看，它所能影响的远
远超过这些，内化和凝练在技术之内的，那些看不见、摸不到的一种思想——信息时代的一种学习理
念，全新的求知方法和方式，这才是塑造学生灵魂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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